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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光影響大花咸豐草及萵苣種子萌發的探討 

摘要 

    根據學長的研究，發現用藍色籃子蓋住大花咸豐草，卻會抑制大花咸豐草種子的萌發，

引起我們想要進一步了解藍光除了會影響大花咸豐草種子的萌發，是否也會影響俗稱大陸妹

(萵苣)種子的萌發？發現藍光處理與日光組比較，藍光會皆會抑制兩種種子的萌發。在萵苣種

子方面日光組與藍光組處理第七天萌發率分別為 48.7％和 26％。而在大花咸豐草種子方面日

光組與藍光組處理第七天萌發率分別為 86％和 7％。大花咸豐草受藍光抑制情形較明顯。而

將萵苣以藍光照射處理不同天數，分別為 5 天、3 天、1 天後在與以日光處理，以分別以日光

和藍光處理 5 天，日光組萌發率為 14％，而藍光組為 10％，抑制情形不明顯。而不論以藍光

處理 5 天、3 天、1 天，，萌發率在第 15 天分別為 43％、17％、18％。顯示以藍光處理 3 天

以上、隨著藍光處理天數增加，而影響萵苣種子回復種子萌發的。這和之前學長所做大花咸

豐草種子受藍光抑制的結果不同，大花咸豐草受藍光抑制是可以回復，而萵苣種子再照射藍

光 3 天以上無法回復。推測影響此一結果可能與植物會利用多種光受器感受環境中不同波長

的光有關，包含負責感應藍光的隱花色素、光敏素有關。 

 

壹、 研究動機: 

學姐之前有做過[不同光質對大花咸豐草種子萌發]的研究，我們的研究根據此研究再 

加入另一種俗稱大陸妹植物的萵苣作為比較，想了解之前藍光會抑制大花咸豐草種子的情形， 

對於萵苣是否也有同樣情形? 

貳、 研究目的 

一、 探討光線和黑暗對大花咸豐草及萵苣種子萌發的影響 

二、 探討藍光對大花咸豐草及萵苣種子萌發的影響 

三、 探討受藍光抑制萵苣種子回復萌發的能力的探討 

 

參、 研究材料與器材 

一、 實驗材料：大花咸豐草種子(取自住家附近)(圖一)、大陸妹種子(種子商店)、塑膠培

養皿、灑水器、棉花、濾紙、塑膠透明水族箱、藍色玻璃紙。 

二、 實驗器材：相機、電腦  

肆、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 探討光線和黑暗對大花咸豐草及萵苣種子萌發的影響 

        將大花咸豐草種子置於內徑 10 公分的培養皿，培養皿內先鋪棉花，再置濾紙 2 張， 

然後將種子取 50 顆，用鑷子均勻鋪排於培養皿上，用噴水器噴灑至濕潤，之後蓋上 

蓋子。分別將培養皿放於光照、與藍色籃子內，分別做為照日光與黑暗的處理連續 

七天。放置於溫室中，溫度 280C。每日澆水、每日記綠發芽種子數，當種子冒出白 

色芽即認定已發芽並記錄發芽種子數。並照相觀察形態。 

        二、實驗裝置：分別將放置 50 顆大花咸豐草種子的培養皿放於透明水族箱內、包鋁 

        箔水 族箱、包藍色玻璃紙水族箱，分別做為照日光、黑暗、藍光，連續處理十天。 

    三、探討受藍光抑制之萵苣種子回復萌發的能力 

將大花咸豐草種子置於內徑 10 公分的培養皿，培養皿內先鋪棉花，再置濾紙 2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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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將種子取 50 顆，用鑷子均勻鋪排於培養皿上，用噴水器噴灑至濕潤，之後蓋上 

蓋子。分別將培養皿放於透明水族箱、黑色水族箱、藍色水族箱內，分別做為照日 

光、黑暗、藍光的處理。其中藍光的處理有分別連續處理 5 天、3 天、1 天之 

後予以光照處理 7 天，放置於溫室(溫室溫度：280C)中。每日澆水、每日記綠發芽種 

子數，當種子冒出白色芽即認定已發芽而將種子移除並記錄。觀察以藍光處理不同 

天數種子回復萌芽的能力。 

              
圖 1：探討受藍光抑制之大花咸豐草種子回復萌發的能力之裝置 

伍、 研究結果 

    一、探討光線對大花咸豐草和萵苣種子萌發的影響 

經實驗一處理分別將培養皿放於光照、與藍色籃子內，分別做為照日光與黑暗

的處理連續七天，裝置如(圖 1)。每日澆水、每日記綠發芽種子數，當種子冒出白色

芽即認定已發芽並記錄。為七天後結果，發現光照組種子有萌發，以藍色籃子蓋住

的黑暗組萌發率為零。光照組生長的幼苗莖和葉為綠色。 

    二、探討日光、藍光及黑暗對萵苣種子萌發的影響 

在室溫下以不同色光(日光，約 400~700nm，藍光，約 425~500nm)及黑暗處理大

花咸豐草種子。由發現日光組萌發率七天為 48.7％。而藍光組萌發率明顯比日光組

低，至第 7 天為 26％。而黑暗組萌發率為 45.3％。而由日光組和黑暗組比較。發現

在黑暗組萌發的大花咸豐草種子幼苗葉子呈現黃白色，而在日光組的幼苗葉子呈翠

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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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日光組處理七天對大陸妹種子萌發率的影響 

 

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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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日光 平均 日光萌芽率 天數 日光萌芽率 黑暗萌芽率 藍光萌芽率

0天 0 0 0 0 0.0% 0天 0.0% 0.0% 0.0%

1天 1 3 2 2 4.0% 1天 4.0% 2.0% 0.0%

2天 6 9 7 7 14.7% 2天 14.7% 8.7% 2.7%

3天 17 19 14 17 33.3% 3天 33.3% 28.0% 13.3%

4天 19 20 22 20 40.7% 4天 40.7% 38.0% 16.7%

5天 21 22 24 22 44.7% 5天 44.7% 41.3% 18.0%

6天 22 22 26 23 46.7% 6天 46.7% 43.3% 20.0%

7天 23 23 27 24 48.7% 7天 48.7% 45.3% 26.0%

天數 黑暗 平均 黑暗萌芽率

0天 0 0 0 0 0.0%

1天 0 2 1 1 2.0%

2天 3 6 4 4 8.7%

3天 12 17 13 14 28.0%

4天 20 22 15 19 38.0%

5天 23 24 15 21 41.3%

6天 25 25 15 22 43.3%

7天 27 25 16 23 45.3%

14

天數 藍光 平均 藍光萌芽率 19

0天 0 0 0 0 0.0%

1天 0 0 0 0 0.0%

2天 0 3 1 1 2.7%

3天 3 11 6 7 13.3%

4天 4 13 8 8 16.7%

5天 5 13 9 9 18.0%

6天 7 14 9 10 20.0%

7天 10 17 12 13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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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不同色光處理大花咸豐草種子 10 天，記數各組萌發率。計算萌發率：萌發

率＝(發芽種子數÷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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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平均萌發

率) 

日光 黑暗 藍光 

第 0 天 
0，0，0 

(0，0％) 

0，0，0 

(0，0％) 

0，0，0 

(0，0％) 

第 1 天 
5，19，11 

(12，23％) 

18，7，15 

(13，27％) 

2，1，0 

(1，2％) 

第 2 天 
8，32，17 

(19，38％) 

20，10，28 

(19，39％) 

3，2，1 

(2，4％) 

第 3 天 
41，34，40 

(38，77％) 

30，15，29 

(25，49％) 

5，2，1 

(3，5％) 

第 4 天 
44，34，41 

(40，79％) 

30，19，30 

(26，53％) 

5，2，3 

(3，5％) 

第 5 天 
46，38，42 

(42，84％) 

32，25，30 

(29，58％) 

5，3，3 

(3，7％) 

第 6 天 
46，39，42 

(42，85％) 

33，31，30 

(32，63％) 

5，3，3 

(3，7％) 

第 7 天 
47 ,40 ,42 

(43，86％) 

33，34，31 

(33，65％) 

5，3，3 

(4，7％) 

第 8 天 
47 ,40 ,42 

(43，86％) 

33，35，31 

(33，66％) 

5，3，3 

(4，7％) 

第 9 天 
47 ,40 ,42 

(43，86％) 

33，35，31 

(33，66％) 

5，3，3 

(4，7％) 

第 10 天 
47 ,40 ,42 

(43，86％) 

33，35，31 

(33，66％) 

5，3，3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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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藍光抑制之萵苣種子（大陸妹）回復能力的實驗比較 

  得知日光組在第三天開始萌發，萌發率為 3％。而當以分別以日光和藍光處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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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日光組萌發率為 14％，而藍光組為 10％，抑制情形不明顯。而不論以藍光處理

5 天、3 天、1 天，，萌發率在第 15 天分別為 43％、17％、18％。顯示以藍光處理 3

天以上、隨著藍光處理天數增加，會影響萵苣種子回復種子萌發的能力 

      

※萵苣（大陸妹）以藍光處理 5 天、3 天、1 天後持續照光與日光組、黑暗組比較，記錄處理

各組的萌發種子數，並計算萌發率。 

 日光組 黑暗組 藍光組 5 天 藍光組 3 天 藍光組 1 天 

天

數 

第

一

組 

第

二

組 

平

均 

萌芽

率 

第

一

組 

第

二

組 

平均 萌發

率 

第

一

組 

第

二

組 

平均 萌發

率 

第

一

組 

第

二

組 

平

均 

萌發

率 

第

一

組 

第

二

組 

平

均 

萌發

率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1 2 2  3% 1 2 1.5 3% 1 2 1.5 3% 0 0 0 0% 0 0 0 0% 

4 3 5 4  8% 3 5 4 8% 3 4 3.5 7% 0 0 0 0% 0 0 0 0% 

5 5 9 7  14% 6 7 6.5 13% 5 5 5 10% 0 0 0 0% 0 0 0 0% 

6 8 10 9  18% 8 11 9.5 19% 6 5 5.5 11% 1 1 1 2% 0 0 0 0% 

7 11 10 11  21% 10 12 11 22% 9 6 7.5 15% 3 4 3.5 7% 0 2 1 2% 

8 12 13 13  25% 15 16 15.5 31% 11 10 10.5 21% 7 8 7.5 15% 2 3 2.5 5% 

9 16 17 17  33% 15 19 17 34% 12 11 11.5 23% 9 8 8.5 17% 3 6 4.5 9% 

10 17 20 19  37% 15 20 17.5 35% 15 12 13.5 27% 9 8 8.5 17% 4 8 6 12% 

11 18 21 20  39% 15 21 18 36% 17 14 15.5 31% 9 8 8.5 17% 5 8 6.5 13% 

12 19 21 20  40% 16 21 18.5 37% 17 15 16 32% 9 8 8.5 17% 5 8 6.5 13% 

13 20 23 22  43% 17 21 19 38% 19 18 18.5 37% 9 8 8.5 17% 6 8 7 14% 

14 21 24 23  45% 18 23 20.5 41% 22 20 21 42% 9 8 8.5 17% 6 10 8 16% 

15 22 25 24  47% 18 25 21.5 43% 23 20 21.5 43% 9 8 8.5 17% 7 11 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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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討論 

    一、探討光線和黑暗對大花咸豐草及萵苣種子萌發的影響？ 

(一)、萵苣種子由發現日光組萌發率七天為 48.7％，而黑暗組萌發率為 45.3％。由實驗

知道為光中性種子，即放在黑暗中或照光都可以發芽。但文獻一般認為為需光性

種子。而光照對大花咸豐草發芽的影響較不明顯。所以推測大花咸豐草為兼光性

(光中性)種子。 

二、探討受藍光抑制萵苣(大陸妹)種子回復萌發的能力 

        (一)、由實驗，不同天數藍光處理其回復發芽的情形。發現不同天數藍光處理，在 

本研究以藍光處理大花咸豐草 5 天、3 天、1 天後持續照光 10 天，發現當 

以分別以日光和藍光處理 5 天，日光組萌發率為 14％，而藍光組為 10％，抑 

制情形不明顯。而不論以藍光處理 5 天、3 天、1 天，，萌發率在第 15 天分別 

為 43％、17％、18％。顯示以藍光處理 3 天以上、隨著藍光處理天數增加，會 

影響萵苣種子回復種子萌發的。這和之前學長所做大花咸豐草種子受藍光抑制 

的結果不同，大花咸豐草受藍光抑制是可以回復。並在照光四天後大量萌發， 

與一般照日光後大量萌發的天數 3 天相近。所以可知藍光只是暫時抑制種子萌 

發。推論當照日光後，累積足夠使大花咸豐草種子萌發的物質後，於是使大花 

咸豐草種子大量萌發。已知植物會利用多種光受器來感受環境中不同，除了會 

感應紅光與遠紅光的光敏素，還包括負責感應藍光與 UV-A 的隱花色素。(蔡尚 

霖。2008。)而前者感應紅光與紅外光的光敏素，常用來探究此作用實驗的材 

料種子為萵苣種子。本實驗嘗試根據之前學長探討大花咸豐草萌發會受藍光抑 

制，再探討此情形是不是對其他種子也是一種普片的現象。發現萵苣種子也有 

此情形。只是受藍光抑制情形回復能力有所不同。用不同種子來研究，並且發 

現大花咸豐草種子，推測可能與感應藍光的隱花色素有關。 

※附圖一:(學長的研究) 

 (一)、處理說明如下有 5 組： 

            組 1：藍光 5 天/日光照 7 天   2 天不澆水/藍光 5 天    /日光七天 

            組 2：藍光 3 天/日光照 7 天   4 天不澆水/藍光 3 天    /日光七天 

            組 3：藍光 1 天/日光照 7 天   6 天不澆水/藍光 1 天    /日光七天 

            組 4：黑暗組               黑光 14 天                       

            組 5：日光組               日光 14 天                       

            得知日光組在第三天大量萌發，萌發率為 5％。而當以藍光處理有抑制的情形

同樣分別以日光和藍光處理七天，日光組萌發率為 89％，而藍光組為 5％，有

明顯的抑制情形。而不論以藍光處理 5 天、3 天、1 天，當再讓各組照光約四天

後第 11 天大量萌發，萌發率在第 11 天分別為 69％、78％、69％。顯示不論藍

光處理天數多寡、並不隨著藍光處理天數增加，而影響大花咸豐草種子回復種

子萌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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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花咸豐草：以藍光處理 5 天、3 天、1 天後持續照光、黑暗處理 10 天和日光處理 10 

        天比較，觀察各組種子萌發情形，由圖中發現以藍光處理與日光組比較萌發率明顯    

        較低，但以藍光處理 5 天、3 天、1 天後開始照光再照光第四天開始大量萌發。 

三、引述 yahoo奇摩知識網，光對種子萌發的實際的情況則遠為複雜；其一，同一植物(如 

  萵苣)不同品種可能有不同的光反應；其二，同一種子在不同環境下可能有不同的光 

反應；其三，光的作用有三個不同但相互影響的因子，即光質、光強及光期；其四， 

同一種子在不同休眠程度時，或者經歷不同的前處理時，對光的反應程度或方式也 

可能不同。因此，在各別種子對於光的某些反應，不一定能同樣地出現於其他種子， 

甚或同品種不同批種子；同批種子在不同的光環境下也可能出現相反的表現。所以 

這個研究讓我們知道不同種子的萌發，作用機制有些有共同性，有些也有不同。  

 

柒、 結論 

一、萵苣種子是文獻中常拿來當例子作為萌發種子探討的材料，所以我們想和之前學

長所做的大花咸豐草做比較。 

二、萵苣種子以黑暗與日光處理相較。黑暗組與日光組連續照光 10 天萌發率分別為

48.7％和 48.7％。而藍光組萌發率明顯比日光組低，至第 7 天為 26％。而黑暗組萌

發率為 45.3％。。表示萵苣種子光照組與黑暗組之處理，萌發率的結果差異不顯

著，可說是兼光性(光中性)植物。但是光照組與黑暗組萌發的幼苗外型有差異，光

照組幼苗葉片成綠色，而黑暗組的幼苗成黃白色。幼苗表現有受光敏素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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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萵苣種子以分別以日光和藍光處理 5 天，日光組萌發率為 14％，而藍光組為 10％，

抑制情形不明顯。而不論以藍光處理 5 天、3 天、1 天，，萌發率在第 15 天分別 

          為 43％、17％、18％。顯示以藍光處理 3 天以上、隨著藍光處理天數增加，會 

      影響萵苣種子回復種子萌發的能力。這和之前學長所做大花咸豐草種子受藍光抑 

      制的結果不同，大花咸豐草受藍光抑制是可以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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