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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高中（職）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早生貴子」-大花咸豐草種子早熟現象觀察 

一、摘要： 

偶然發現菊科植物瘦果在提早採下後仍可成熟，引起我們對菊科植物種子的興趣。以大花咸豐

草作為研究對象，發現提早採下的種子仍具發芽能力，但所需的發芽條件更為嚴苛。而溫度與

濕度是影響大花咸豐草的關鍵，不僅影響植株本身的成長速度和狀況，還會影響種子的成熟時

間及發芽狀況。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小時候總喜歡摘大花咸豐草的種子玩，在不經意間發現摘下尚未成熟的綠色種子，竟會在短時

間內快速成熟變黑，並觀察到其他有相似球狀的菊科種子摘下皆可發現此現象。是什麼讓種子

被摘下後提早成熟呢？那麼這些發育時間較短的種子是否也有與正常成熟種子相同的發芽能

力？這種特性是否能幫助菊科種子廣泛生長呢？因此我們開始了這項研究。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觀察大花咸豐草的種子提早摘下仍可成熟的現象 

二、了解提早摘下對種子發芽率的影響 

三、研究溫度和濕度與種子發芽的關係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研究結構  

     

二、研究方法 

(一)準備大花咸豐草 

1.將校園中的大花咸豐草移植至盆內，以便控制土壤和水分。  

2.在要記錄的花朵之莖上貼編號標籤觀察。 

3.盆栽使用全新優質土，避免土壤中混有其他種子。  

4.以下實驗皆使用盆內植物進行觀察。  

(二)大花咸豐草花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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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驗步驟：挑選即將開花的花苞編號紀錄，每日進行觀察。  

2.紀錄方式：以相機拍下花朵每日變化。  

3.授粉：在雌蕊突出後，取其他花朵的花粉進行人工授粉。 

4.數據和研究結果： 

①秋季：平均溫度 23.02°C；平均濕度 72%；降雨天數 2 天 

 

②冬季：平均溫度 21.72°C；平均濕度 75%；降雨天數 5 天 

 
開花  長出花瓣  花瓣變大，外圈花蕊突出  雌蕊突出  

雌蕊突出  雌蕊變黑  花瓣凋零  瘦果變黑變硬  

瘦果變黑變硬  莖部乾枯  瘦果成熟  

5.實驗分析：從兩次實驗結果可發現，冬季溫度較低、濕度較高的環境下，花期較長，特

別是瘦果變黑到成熟的這段時間延長，推測是因當時密集降雨，莖部無法達到成熟所需的

乾度，所以遲遲不成熟。 

(三)種子成熟時間紀錄  

1.實驗步驟：以開花日為第一日計算，在不同天數從莖部剪下花朵/果實，置於乾燥陰涼處

等待種子成熟，並計算成熟所需時間。  

2.紀錄方式：記錄採下時間以及成熟所需時間，並拍照。  

3.數據和研究結果： 

①秋季成熟時間(前期/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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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分析：在秋季實驗時，前期和後期成熟時間相差極大，結合後期(冬季)實驗，推測可能受

植株老化影響而產生，因此將實驗分為前後兩期。無論是前期或後期皆可以看出大致上的趨勢為

越早採下的種子，成熟時間越長。並且觀察到採下的瘦果會從莖部剪下的開口向上乾枯，並慢慢

打開，當整段莖完全乾枯時，就是瘦果成熟的時候，因此推測種子成熟時間和莖部水分亦有關係。 

②冬季成熟時間 

 

•實驗分析：在冬季實驗中，大致呈現成熟時間與採收時間呈正相關，且標準差越來越大，與秋

季實驗完全相反。推測原因可能是植株本身出現老化現象，無法提供足夠養分供種子成熟，所以

採下後瘦果必須提供更多養分，才會導致成熟時間延長，且成熟狀況不佳。 

(四)種子發芽率  

1.實驗步驟：以種子成熟實驗取得之種子進行研究。取天數相同的種子，一盆種植 50 顆種

子，並記錄每日發芽狀況。第一次實驗種植 7 天到 14 天採收之種子、對照組共 14 盆。第

二次實驗種植 11 天到 18 天採收之種子、對照組共 15 盆。 

2.紀錄方式：記錄每日觀察到發芽的幼苗數，與當日溫度和濕度，並拍照記錄。 

3.數據和研究結果： 

①第一次實驗：正常在植株上成熟的種子採下後，在每一盆各種植 100 顆，作為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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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天數採下之種子，一盆 50 顆，依成熟數量決定種植一盆或兩盆。  

  

7 天 8 天 9 天 11 天 12 天 13 天 14 天 對照組 

發芽率(%) 2 9 4 3 24 32 6 79.6 

•實驗分析： 對照組種植一個月的發芽率最高，發芽率平均為 79.6%。原本預期發芽率會隨著天

數上升，但依照第一次實驗結果，提早採收的種子發芽率低，不同天數沒有明顯差異，且有死亡

狀況，推測與本身成長狀況不好有關。因為種植日子不同，推測還有可能受溫度和濕度影響。  

②第二次實驗：正常在植株上成熟的種子採下後，在每一盆各種植 50 顆，作為對照組；

不同天數採下之種子，一盆 50 顆，依成熟數量決定種植一盆或兩盆。  

  

11 天 12 天 13 天 14 天 15 天 16 天 17 天 18 天 對照組 

發芽率(%) 3 2 19 13 29 2 7 2 37 

•實驗分析： 

⑴對照組種植一個月的發芽率為 37%。從第二次實驗結果，提早採收種子與發芽率關係不

大，可能受溫度和濕度影響較大，因對照組與第一次實驗相比，發芽率大幅下降，推測是

入冬後氣溫低造成的影響。  

⑵15 天的發芽率在短期內大幅提升，推測是當時的溫溼度剛好符合它發芽所需的條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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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溫溼度隨天氣改變後，發芽的現象就趨於緩和。  

⑶16、18 天採收之種子發芽率較低，推測是因為授粉、採收時植株本身狀況等原因，導致

種子品質不佳，種子本身養分不足。 

附錄 

第一次實驗共 14 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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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實驗共 15 盆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1.溫度低、濕度高會使完整花期和植株上種子成熟時間延長。  

2.提早採下種子採收時間並非影響成熟時間的最大因素，成熟時間與當時植株本身狀況及種子授

粉狀況較有關： 

①若種子採下時，莖部尚有水分，則成熟時間較長；若植株本身養分不夠，種子成熟時間也

會延長。 

②未成功授粉或授粉狀況不佳的種子採下後，可能導致種子無法完整成熟，甚至無法成熟。  

3.提早採下的種子仍具發芽能力，但發芽條件較為嚴苛，需在最適合的溫溼度才能達到較接近對

照組的發芽率。 

•也因此，我們認為除了種子的獨特傳播方式、較短的花期和大量種子，脫離植株的未成熟種

子也具有繁殖能力的這項特點，使菊科植物在嚴苛的環境(甚至是被除草機割除後)也能不斷的繁

殖，這樣旺盛的生命力使我們非常驚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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