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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桔梗海運外銷貯運技術之研究
1
 

 
王裕權、林棟樑、張元聰、張錦興、王仕賢 2 

 
摘    要 

 
王裕權、林棟樑、張元聰、張錦興、王仕賢。2004。洋桔梗海運外銷貯運技術

之研究。台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43：28~38。 
以洋桔梗三個品種為供試材料，以不同保鮮劑預措處理，經 5℃ 7天模擬海運運輸後，

探討不同保鮮劑處理對洋桔梗模擬海運運輸後對瓶插壽命之影響，以提供花農在使用保鮮劑

及改進海運貯運保鮮技術之參考。其中以保鮮劑 1-MCP＋蔗糖處理效果最佳，因此繼續探
討其最佳濃度，結果以 1-MCP+6﹪蔗糖保鮮劑於室溫下處理 12小時後，其瓶插壽命最佳達
12.3天，且 1-MCP處理時間之間並無顯著差異存在。因此建議洋桔梗切花經 1-MCP + 6 ﹪
蔗糖預措處理 12小時，可以有效延長經海運運輸後的切花品質。 
 
關鍵詞：切花保鮮劑、洋桔梗、瓶插壽命、採後處理 
接受日期：2003年 7月 22日 
 
 

前    言 
 
洋桔梗，學名:Eustoma grandiflorum (Raf.))Shnn.(舊學名:Lisianthus russellianum Hook.)。

別名麗缽花、土耳其桔梗、德州藍鈴。英名:Texas Blue Bell 或 Prairie Gentian 。其屬名
Eustoma，由希臘文 eu和 stoma組成，意味有美麗的花冠喉部 (3、4)。莖直立性，株高通常在

50-80 公分。花朵排列呈圓錐花序，花瓣 5-6 枚，長橢圓形至倒卵形，瓣緣頂端稍波狀向外
反捲，基本花色有紫、白及粉紅。洋桔梗屬龍膽科宿根草花，原產美國中南部內布拉斯加至

德州一帶，一般多利用為一、二年生草花栽培。日本在 1935 年引進洋桔梗，並開始少量栽
培。自 1968年由日本引進台灣，1976年在埔里試種成功，由於洋桔梗花型和花色豐富多樣，
平均價格每把 10 支約為百元左右，因此栽培面積和產量急速增加，90 年之栽培面積 78 公
頃，總拍賣量包括本省四個切花市場的數量共約 116萬把。主要產地在彰化田尾、永靖、嘉
義縣之新港、東石以及台南縣佳里、麻豆、南投縣埔里。 
早年由於種植面積不大，加上採後處理及保鮮處理技術欠缺，使國人認為洋桔梗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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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型、花色非常優美，卻是瓶差壽命很短的花，導致消費者使用洋桔梗有所疑慮。近年來由

於生產技術提昇，加上使用立式容器解決部分離水時間過長所造成瓶插壽命不佳的問題，洋

桔梗逐漸成為國人心中的高級花卉之一 (1)。 
由於洋桔梗是由日本引進台灣栽培加上在日本市場是高級花卉，以往就有貿易公司於每

年 11 月至隔年 3 月份期間，國內生產品質較佳時期，同時日本市場因生產成本較高且缺貨
時，辦理空運外銷，但由於生產品質不穩定、檢疫問題及國內市場價格好，加上供應量不足、

空運費高，造成洋桔梗無法在日本市場拓展，近一兩年由於栽培面積逐年增加，開始造成國

內拍賣市場價格壓力，農民才開始正視日本市場的拓展。以其他外銷日本之文心蘭、菊花及

火鶴花等花卉成功為例，除了栽培技術能提高花卉本身品質外，適當的採後處理及保鮮劑的

使用也是確保切花品質及瓶插壽命最重要的一環。 
花卉品質可以瓶插壽命、花卉外觀（大小、形狀、顏色）、新鮮度等做評定。目前一般

常用的切花保鮮劑成份大約分為 1.殺菌劑：包括 8-HQS（8-Hydroxyquinoline Sulfate）、
Al2(SO4)3 （Aluminium Sulfate Anhydrous）(13、14)，其作用為抑制微生物活動，協助莖基部水

分流動的，防止維管束阻塞以利水分吸收。2.乙烯作用抑制劑：AVB （Chrysal-AVB）、1-MCP
（1-methylcyclopropene）(10)，可減少乙烯作用避免乙烯所引起的老化現象。3.醣類 (8)：可使

切花在貯運後能進行正常代謝作用，延遲老化，促進水分平衡，調節氣孔關閉減少失水，且

可維持膨脹度(turgidity)。4.其他成分：添加植物生長促進劑。Cytokinin、GA 和植物生長抑
制劑可延緩植物之衰老。其主要作用為延緩蛋白質和葉綠素的分解，減慢呼吸速率，維持其

活力。 
有報告指出乙烯與醣類會影響花朵老化、發育是影響洋桔梗切花瓶插壽命的主因(5、6、7、

10 )，因此擬進行保鮮劑處理對洋桔梗模擬運輸後瓶插壽命之研究，以提供其他花農在使用保

鮮劑及改進洋桔梗運銷保鮮技術模式之參考。 
 

 
材料及方法 

 
一、不同保鮮劑預措處理對洋桔梗貯運後瓶插壽命之影響 

1. 試驗材料：採用白金紫（單瓣白紫邊、中晚生種）、羅莎綠（重瓣、中早生）、羅莎粉
（重瓣、中早生），是目前國內栽培主要的三個品種，採自嘉義新港花卉產銷班。 

2. 試驗方法：採後立即運至實驗室進行以下保鮮劑預措處理 (1). 8-HQS
（8-Hydroxyquinoline Sulfate） 200 ppm、(2). AVB （Chrysal-AVB）1000 ppm、(3). 硫酸鋁 
（Aluminium Sulfate Anhydrous）200 ppm、(4). 1-MCP（1-methylcyclopropene） 0.5 g /M3（換
算濃度為 2.5ppm）、(5). CK。所有預措液均加入 12﹪蔗糖，CK除外。 

3. 處理方法：洋桔梗田間採收後，整理後於 5℃分別進行預措 4小時及 12小時。自預措
液中取出後清洗花莖，以海棉吸飽 20 ppm次氯酸鈉（NaOCl）置於立式容器底部，切花以
每 10枝為一把，置立式容器後以 5℃ 模擬儲運 7天，再於 25℃下進行瓶插壽命調查。 

4. 調查項目： 
(1)瓶插壽命：所調查萎凋花朵除以總花朵數超過 50﹪，視為瓶插壽命結束。 
(2)花苞開放率：以花苞開放數除以著色總花苞數表示，分別在第 1、4、7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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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試驗設計：品種與保鮮處理完全組合複因子試驗，以 CRD設計重複 3次進行，每重複
調查 3枝花朵。 

二、不同 1-MCP(1-methylcyclopropene)處理時間及蔗糖濃度對洋桔梗瓶插壽命之影響 
1. 試驗材料：羅莎黃（重瓣、中早生） 
2. 試驗方法：蔗糖濃度分為 0﹪、6﹪、12﹪等 3個等級，1-MCP處理時間以 12、18、24
小時等 3個等級合計 9個處理。 

3. 處理方法：洋桔梗田間採收後，整理後於室溫分別預措處理 12、18、24小時後，清洗
花莖，於 25℃下直接進行瓶插壽命調查。 

三、蔗糖預措處理對洋桔梗貯運後瓶插壽命之影響 
1. 試驗材料：羅莎綠（重瓣、中早生）、羅莎黃（重瓣、中早生） 
2. 試驗方法：以 6%蔗糖及 CK（清水）兩處理。 
3. 處理方法：洋桔梗田間採收後，整理後於室溫下進行預措 12小時，將花莖清洗，以海
棉吸飽 20 ppm次氯酸鈉（NaOCl）置於立式容器底部，切花以每 10枝為一把，置立
式容器後以 5℃ 模擬儲運 7天，再於 25℃下進行瓶插壽命調查。 

四、1-MCP(1-methylcyclopropene)處理對洋桔梗貯運後瓶插壽命之影響 
1. 試驗材料：白金紫（單瓣白紫邊、中晚生種）、羅莎綠（重瓣、中早生） 
2. 試驗方法：以 1-MCP＋6%蔗糖、 1-MCP、 CK（清水）等處理。 
3. 處理方法：洋桔梗田間採收後，整理後於室溫下進行預措 12小時，將花莖清洗，以海
棉吸飽 20 ppm次氯酸鈉（NaOCl）置於立式容器底部，切花以每 10枝為一把，置立式
容器後以 5℃ 模擬儲運 7天，再於 25℃下進行瓶插壽命調查。 

 
 

結  果 
 

一、不同保鮮劑預措處理對洋桔梗貯運後瓶插壽命之影響 
由表 1，變方分析表結果顯示；本試驗中品種與保鮮劑預措處理間交感效應除了第 1 與

第 4天花苞開放率達顯著差異外，其他性狀並無差異存在。 
以保鮮劑預措處理而言，不同保鮮處理會造成瓶插壽命及第 7 天花苞開放率有顯著差

異存在，其他性狀則無明顯差異存在。不同品種間，也以瓶插壽命及第 1 天花苞開放率有
顯著差異存在，其餘則無。經過 5℃、7 天模擬貯運後，在瓶插壽命方面，參試品種中以”
白金紫”最佳達到 8天，其次分別為”羅莎綠”及”羅莎粉”的 6.5天，不同保鮮預措劑處理則以
1-MCP處理效果最佳，瓶插壽命達 7.9天，其次分別為 Al2(SO4)3 7.3天、8-HQS 6.8天、AVB 
6.7天，對照組最差 6.3天且處理間有顯著差異存在。 
在花苞開放率方面；只有第 1 天的花苞開放率，品種間有顯著差異存在，其餘第 4、7

天品種間則無顯著差異存在，以”白金紫”而言第 1、4、7天的開放率分別為 26.8、53.2、86.9
﹪顯示於第 7天開放率最高，”羅莎綠”及”羅莎粉”也以第 7天的開放率最高，所有品種花苞
開放率隨著瓶插壽命的天數增加而增加趨勢，但是在第 1天的開放率以”羅莎綠”最高達 50.4
﹪，第 7 天則以”羅莎粉”最高為 87.7﹪。不同保鮮劑處理在第 1、4 天的花朵開放率上，處
理間並無顯著差異存在，僅在第 7天處理間以 1-MCP處理的開放率最佳達 94.8﹪，其餘處
理則都在 90﹪以下，處理間有顯著差異存在，但隨著瓶插天數增加在花苞開放率會隨著天
數增加開放率提高，結果顯示 1-MCP處理可以有效延長瓶插壽命。推測除 1-MCP外其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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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劑預措處理時間不足未充分吸收，而造成效果不顯著，因此繼續進行將預措時間延長至

12小時，使每種保鮮劑能充分被吸收，再進行比較試驗。 
以”羅莎綠”進行不同保鮮劑預措處理對經 5℃、7 天貯運後的切花品質之影響探討，由

表 2 結果顯示，在瓶插壽命方面，仍然以 1-MCP處理效果最佳，瓶插壽命達 10.7天，其次
分別為 AVB 9.7、Al2(SO4)3 9.3天、8-HQS 8.7、12﹪蔗糖 8.3天，對照組最差 7.7天且處理間
有顯著差異存在。 
在花苞開放率方面，在第 1及第 4天處理間並無顯著差異存在，第 1天以處理以 CK處

理效果最佳，開放率為 25.7﹪，其次為 1-MCP 25.4﹪、蔗糖 16.7﹪、AVB 13.9﹪、Al2(SO4)3 

11.1﹪， 8-HQS最差 5.6﹪處理間並有顯著差異存在，第 7天則以 1-MCP與 Al2(SO4)3處理

效果最佳，開放率分別為 72.2﹪、53.2﹪，CK 有 51.1﹪、8-HQS 32.1﹪最差。考慮瓶插壽
命與花苞開放率，仍然以經 1-MCP＋12﹪蔗糖的保鮮劑處理，在延長經貯運後的瓶插壽命
及促進花苞開率等切花品質表現最好。 
經由試驗一，顯示 1-MCP＋12﹪蔗糖的保鮮劑處理組合，可以有效的延長經貯運後的

瓶插壽命及促進花朵開率等切花品質，因此進一步探討 1-MCP 處理的時間長短及蔗糖濃度
對洋桔梗瓶插壽命之影響。 
 
表 1. 不同保鮮劑預措處理 4小時對洋桔梗 5℃、7天貯運後切花品質之影響 
Table 1 Effect of different preservatives 4 hours pulsingon vase quality of different Eustoma 

variety after 5℃ 7days transport. 

Mean  
處理 
Treatment 

瓶插壽命 
 
 

vase life（day）

花苞開放率

第 1 天 
Bud opening 
first day (%) 

花苞開放率 
第 4 天 

Bud opening 
4th day (%) 

花苞開放率 
第 7 天 

Bud opening 
7th day (%) 

 白金紫 8.0 a 26.8 c 53.2 a 86.9 a 
品種 羅莎綠 6.5 b 50.4 a 59.0 a 83.2 a 
 羅莎粉 6.5 b 37.7 b 59.7 a 87.7 a 

 8-HQS 6.8 c 38.9 a 55.4 a 81.9 b 
 AVB 6.7 cd 40.8 a 59.6 a 85.1 b 
保鮮劑處理 Al2(SO4)3 7.3 b 37.1 a 51.2 a 81.9 b 
 1-MCP 7.9 a 34.9 a 59.4 a 94.8 a 
 CK 6.3 d 39.8 a 60.7 a 85.9 b 

ANOV df Mean square 
品種 2 ** ** -- -- 
保鮮劑處理 4 ** -- -- ** 
品種×保鮮劑處理 8 -- * -- ** 

表中同列內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差異未達 5%顯著性差異（鄧肯氏變方分析） 
Data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in each column set indicate tha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 P=0.05 ) 
**1%顯著差異、*5%顯著差異 Significant at 1%、5% level 
表 2. 不同保鮮劑預措處理 12小時對洋桔梗貯運後切花品質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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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Effect of different preservatives 12 hours pulsing on vase quality of Eustoma cut flower 
after 5℃ 7days transport. 

Mean  
處理 
Treatment 

瓶插壽命 
vase life（day） 

花苞開放率 
第 1 天 

Bud opening first 
day (%)  

花苞開放率 
第 4 天 

Bud opening 4th day 
(%) 

花苞開放率 
第 7 天 

Bud opening 7th day 
(%) 

8-HQS  8.7 bc 5.6 a 20.6 a 32.1 b 
AVB  9.7 b 13.9 a 31.0 a 34.4 b 
Al2(SO4)3  9.3 b 11.1 a 22.2 a 53.2 ab 
1-MCP  10.7 a 25.4 a 37.2 a 72.2 a 
12﹪蔗糖 8.3 bc 16.7 a 31.1 a 45.3 b 
CK 7.7 c 25.7 a 43.3 a 51.1 b 
表中同列內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差異未達 5%顯著性差異（鄧肯氏變方分析） 
Data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in each column set indicate tha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 P=0.05 ) 
 
二、不同 1-MCP處理時間及蔗糖濃度對洋桔梗瓶插壽命之影響 

 
表 3. 不同 1-MCP處理時間及蔗糖濃度對洋桔梗切花品質之影響 
Table 3 Effect of 1-MCP treatment and sucrose pulsing on vase quality of Eustoma cut flower. 

Mean  
處理 
Treatment 

時間或濃度 
Time or Concentration 

瓶插壽命 
 
 

Vase life（day）

花苞開放率 
第 1 天 

Bud opening rate 
first day (%) 

花苞開放率 
第 4 天 

Bud opening 
rate 4th day (%) 

花苞開放率 
第 7 天 

Bud opening 
rate 7th day (%)

 24小時 10.7 a 20.6 a 41.2 a 62.8 a 
1-MCP 18小時 11.4 a 18.0 a 46.6 a 58.2 a 
 12小時 11.6 a 20.0 a 40.2 a 57.6 a 

 12﹪ 11.3 b 19.6 ab 39.9 a 59.7 a 
蔗糖 6﹪ 12.3 a 22.7 a 47.0 a 64.8 a 
 0﹪ 10.2 c 16.3 b 41.1 a  54.0 a 

ANOV df Mean square 
時間 2 -- -- -- -- 
蔗糖濃度 2 ** * -- -- 
時間×蔗糖濃度 4 * -- -- -- 

表中同列內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差異未達 5%顯著性差異（鄧肯氏變方分析） 
Data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in each column set indicate tha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 P=0.05 ) 
**1%顯著差異、*5%顯著差異 Significant at 1%、5% level 
由表 3，變方分析結果顯示，本試驗中不同蔗糖濃度處理，除了瓶插壽命方面及第 1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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苞開放率有顯著差異存在外，而第 4、7天花苞開放率並無顯著差異存在，不同的 1-MCP 處
理時間，對於所有調查項目並無顯著差異存在，但蔗糖濃度與 1-MCP 處理時間的交感效應
僅在瓶插壽命上有顯著差異存在外，其餘項目則無。 
以 1-MCP 處理 24、18、12小時後，在瓶插壽命上表現分別為 10.7、11.4、11.6天，並

無顯著差異存在。蔗糖處理濃度，在瓶插壽命的表現以 6﹪濃度 12.3天最佳、其次為 12﹪
濃度 11.3天、最差為 0﹪10.2天，不同蔗糖濃度間有顯著差異存在。 
在花苞開放率方面； 1-MCP 處理 24、18、12 小時後，在第 1 天其平均開放率分別為

20.6、18.0、20.6﹪，且處理間無顯著差異存在，但是 12、6、0﹪蔗糖濃度處理上開放率分
別為 19.6、22.7、16.3﹪，且有顯著差異存在。第 4及第 7天其平均開放率則仍呈現上升的
趨勢，但是所有處理間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經由試驗二，顯示增加 1-MCP處理時間並無法有效延長瓶插壽命，但是 1-MCP處理時

間與蔗糖濃度交感確有顯著差異存在，因此繼續探討蔗糖對洋桔梗瓶插壽命之影響。 
 

三、蔗糖預措處理對洋桔梗貯運後瓶插壽命之影響 
 

表 4. 蔗糖預措處理對洋桔梗貯運後切花品質之影響 
Table 4 Effect of sucrose pulsing on vase quality of Eustoma cut flower after 5℃ 7days transport. 

Mean  
處理 
Treatment 

瓶插壽命 
 
 

vase life（day）

花苞開放率

第 1 天 
Bud opening 
rate first day 

(%)  

花苞開放率 
第 4 天 

Bud opening 
rate 4th day (%) 

花苞開放率 
第 7 天 

Bud opening 
rate 7th day (%)

蔗糖處理 6﹪蔗糖 12.8 a 11.6 a 25.3 a 52.6 a 
 CK 11.5 a 7.5 a 18.9 a 33.4 b 
品種 羅莎綠 12.4 a 11.8 a 22.6 a 50.8 a 

 羅莎黃 11.9 a 7.2 a 21.6 a 38.8 a 

ANOV df Mean square 
蔗糖處理 1 -- -- -- * 
品種 1 -- -- -- -- 
品種×蔗糖處理 1 -- -- -- ** 

表中同列內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差異未達 5%顯著性差異（鄧肯氏變方分析） 
Data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in each column set indicate tha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 P=0.05 ) 
**1%顯著差異、*5%顯著差異 Significant at 1%、5% level 
 
由表 4，變方分析結果顯示，經過 5℃、7 天貯運後不同洋桔梗品種與蔗糖處理間，除

了第 7天花苞開率的調查項目上品種間有顯著差異存在，同時品種與蔗糖處理間有交感效應
存在且有顯著差異存在，其餘調查項目均無顯著差異存在，。 
以蔗糖處理而言，6﹪蔗糖處理與對照組（CK）的瓶插壽命分別為 12.8 天及 11.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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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並無明顯差異存在，同時第 1、4 天花苞開放率方面也無顯著差異存在，以 6﹪蔗糖處
理及對照組，在第 7天其平均開放率達到最高，分別為 52.6、33.4﹪，花苞開放率是隨著瓶
插天數增加而提高。 
品種”羅莎綠”及”羅莎黃”間的瓶插壽命分別為 12.4 天及 11.9 天，兩者並無明顯差異存

在，同時第 1、4、7 天花苞開放率方面也無顯著差異存在，在第 7 天其平均開放率分別為
50.8、38.8﹪，花苞開放率也是隨著瓶插天數增加而提高。 
由試驗三，顯示純粹的 6﹪蔗糖處理，並無法有效的增加洋桔梗品種間經貯運後的瓶插

壽命，但卻可以提高瓶插後期的花苞開放率同時與品種間有交感效應存在，因此進一步探討

以 1-MCP＋ 6 ﹪蔗糖為保鮮劑進行處理對洋桔梗貯運後的品質影響。 
 

四、1-MCP處理對洋桔梗貯運後瓶插壽命之影響 
 
由表 5，變方分析結果顯示，經過 5℃、7 天貯運後不同洋桔梗品種與保鮮劑處理間，

在瓶插壽命方面有顯著差異存在，品種間在第 1、4、7天花苞開放率方面有顯著差異存在，
保鮮劑處理間也是第 1、4、7天花苞開放率方面有顯著差異存在。但是不同洋桔梗品種與保
鮮劑處理間的交感效應，僅有第 1天的花苞開放率有顯著差異存在，其他調查項目則無顯著
差異存在。 
品種”白金紫”及”羅莎綠”間的瓶插壽命分別為 9.3天及 10.2天，且有明顯差異存在，第

1天花苞開放率分別為 39.6及 23.2﹪，第 4天則分別為 57.8及 31.8﹪，第 7天則分別達到
71.5及 52.1﹪，同時花苞開放率皆有顯著差異存在。 

 
表 5. 1-MCP處理對洋桔梗 5℃、7天貯運後切花品質之影響 
Table 5 Effect of 1-MCP treatment on vase quality of Eustoma cut flower after 5℃,7days 

transport. 

Mean  
處理 
Treatment 

瓶插壽命 
 
 

vase life（day）

花朵開放率

第 1 天 
Bud opening 
first day (%) 

花朵開放率 
第 4 天 

Bud opening 
4th day (%) 

花朵開放率 
第 7 天 

Bud opening 
7th day (%) 

品種 白金紫 9.3 b 39.6 a 57.8 a 71.5 a 
 羅莎綠 10.2 a 23.2 b 31.8 b 52.1 b 
 1-MCP＋6﹪蔗糖 11.4 a 43.7 a 52.0 a 72.9 a 
保鮮劑處理 1-MCP 9.8 b 31.1 b 42.6 ab 58.8 b 
 CK 8.1 c 9.4 c 39.8 b 53.8 b 

ANOV df Mean square 
品種 2 * ** ** ** 
保鮮劑處理 4 ** ** * * 
品種×保鮮劑處理 8 -- ** -- -- 

表中同列內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差異未達 5%顯著性差異（鄧肯氏變方分析） 
Data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in each column set indicate tha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 P=0.05 ) 
**1%顯著差異、*5%顯著差異 Significant at 1%、5%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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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鮮劑處理間的瓶插壽命，以 1-MCP＋ 6﹪蔗糖處理最佳達 11.4天，其次為 1-MCP為
9.8天，對照組（CK）最差僅有 8.1天，且處理間有明顯差異存在。第 1天花苞開放率 1-MCP
＋ 6﹪蔗糖及 1-MCP處理分別為 43.7、31.1﹪，對照組最差為 9.4﹪，且處理間有明顯差異
存在。第 4天保鮮處理分別為 52.0、42.6、39.8﹪，處理間有顯著差異存在。第 7天其平均
開放率則以 1-MCP＋ 6﹪蔗糖最佳達 72.9﹪，其次分別是 1-MCP處理 58.8﹪及對照組 53.8
﹪且處理間有顯著差異存在。 
由品種間連續的花苞開放率來看，兩個參試品種經貯運後以瓶插第 7天開放率最高。保

鮮劑預措處理及對照組經貯運後有相同的趨勢，但是其中 1-MCP＋ 6﹪蔗糖處理中，第 1、
4、7 天的開放率分別為 43.7、52.0、72.9﹪，遠高於 1-MCP 及對照組。因此以 1-MCP＋ 6
﹪蔗糖處理 12小時與對照組 5℃ 7 天貯運後，可以在瓶插壽命延長 3.3天，花苞開放率在
瓶插觀察中平均增加 10-20﹪以上。 
 
 

討    論 
 

有關洋桔梗的研究 (2 )，多集中在週年生產的產期調節部分及乙烯對花朵老化之影響與

發育過程中花色之變化，在採收後處理方面則較少。有報告指出，以8-HQS加蔗糖處理洋桔
梗切花，有促進花朵開放，並可延長瓶插壽命，同時降低花梗彎曲的現象(10 )。 
由於花朵於自然界中老化之發生，主要是授粉(pollination )所導致，洋桔梗授粉會加速

其花朵老化速率，去除雄蕊則沒有影響，因此推論洋桔梗花朵授粉後老化，確實是由乙烯所

導致 ( 11 )。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洋桔梗花朵老化過程中微細構造之變化，則發現其花朵

於盛開時液胞膜開始破裂，並可見質壁分離現象，細胞已失去完整性，呼吸量達最高峰，乙

烯量亦大量增加 ( 6 )。 
如何抑制切花採收後貯運或瓶插時所發生的乙烯，以往以0.1至1.0 mM之STS處理24小

時，明顯延長花朵壽命，同時抑制乙烯從花瓣釋放之速率 ( 12 )，但由於STS含有銀離子
( Ag+ )，容易造成環保問題。近年來則以1-MCP(1.methylcyclopropene)最為有效且廣被利用 
( 15 )。1-MCP是一環烯(cyclic olefin )類化合物。近年來在園產品採收後處理上，常被用來作
為抑制乙烯作用的藥劑。其抑制效果可能是與細胞之乙烯受體相結合，而使乙烯無法作用 
( 12 )。 
由試驗一結果顯示，無論預措時間的長短，以1-MCP加蔗糖處理組合，能有效的延長，

經低溫貯運後的洋桔梗切花瓶插壽命，同時延長花朵壽命及增加花苞開放率。 
有報告指出阻絕乙烯受體的化合物可分成兩種，一種需要持續的施用，另一類則是短期

使用後，可維持一段有效時期 ( 12 )。同時學者發現 ( 8、9 )，切花採收後品質之所以劣變，主

因其碳水化合物耗盡及蛋白質水解所導致，而蔗糖可促進蕾期(bud stage)採收切花之花苞開
放，如菊花、玫瑰及蘭花中之石斛蘭(Dendrobium)及蝴蝶蘭等；亦可延長盛開(full-bloom)花
朵之瓶插壽命，如蘭科切花中之文心蘭(Oncidium)及蝴蝶蘭等。蔗糖則因為便宜且容易取得，
故一般均於保鮮劑中以蔗糖為碳水化合物來源 ( 16 )。蔗糖能延緩切花老化的原因主要有三 
( 8 )，1.提供呼吸作用基質，2.降低花瓣細胞內水勢(water potential )，增加吸水能力及3.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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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膜完整。保鮮劑內最適蔗糖濃度會因切花種類、花莖長短及處理時間而異。吸收時間越

長，所需濃度越低，菊花花莖長時，採用濃度亦低，故一般多在0.5-5%之間。 
因此在試驗二，探討不同 1-MCP處理時間與蔗糖濃度的效果，結果顯示 1-MCP處理時

間只要超過 8小時以上就能達到抑制乙烯產生，延長切花瓶插壽命的效果，而且達到飽和，
並不會因處理時間增加而有延長效果。因此 1-MCP 是如上述後者；短期使用後，可維持一
段有效時期的乙烯抑制劑。在蔗糖濃度結果顯示，以 6﹪蔗糖處理的效果最好，12﹪蔗糖濃
度次之，是否因為保鮮液中過多的糖使滲調作用(osmoregulation)不佳，反而造成瓶插壽命不
佳 ( 8 )，同時蔗糖的有無，試驗中在花苞開放率方面只有第 1天有差異存在，其餘則無，值
得進一步探討。然而蔗糖的有無仍會影響瓶插壽命。 

1-MCP 處理時間與不同蔗糖濃度間，在瓶插壽命的變方分析中，兩者有交感效應存在
且有明顯差異存在。但是在試驗三的結果，顯示 6﹪蔗糖無法有效的延長切花瓶插壽命，但
是卻可增加第 1、4、7天的花苞開放率。一般認切花本身碳水化合物不足，會影響開花率 ( 8 )，

因而蔗糖迫吸後，主要在於提供碳水化合物的不足，尤其在夏季高溫期所採收的切花更明

顯。但試驗二與三，在蔗糖對花苞開放率，卻無一致現象，可能原因在於試驗樣品是冬季所

生產的切花，本身碳水化合物充足，外加碳水化合物無法有明顯差異，因此碳水化合物的補

充，是否會隨著栽培季節或栽培技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效果？另一方面，在調查觀察中，發

現蔗糖會在瓶插過程中促使小花苞發育更大，同時促進花苞開放，值得進一步探討蔗糖迫吸

後在花朵內真正的作用。 
綜合上述試驗，可以推薦洋桔梗切花，以 1-MCP 0.5 g /M3（換算濃度為 2.5ppm）加 6

﹪蔗糖的保鮮劑預措 12小時，可以有效延長洋桔梗貯運後之切花品質及花苞開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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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Shipping Technique of Eustoma1 

 
Wang Y. C., D. L. Lin, Y. T. Chang, C. S. Chang and S. S. Wang 2 

 

Summary 
 

To compare the vase quality of Eustoma cut flower, both single (var.) and 
double cultivars (var. ) were tested with different preservatives under low 
temperature simulated transport (5℃ 7days). Eustoma cut flowers pulsing with 6 
% sucrose and 1-MCP (1-methylcyclopropene) 12 hours pretreatment can 
improve the vase quality after low temperature simulated transport (5℃ 7days), 
including vase life was extended to 12.3 days,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t was 
found by 1-MCP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pulsing time. So, we suggest that the 
eustoma cut flowers treated with 6% sucrose pulsing combined with l-MCP 
pretreatment before shipment improve the vase quality of all cultivars 
significantly, such as the flower opening ratio, vase life, and have good shelves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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