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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實驗室探討溫度及自外線對花粉萌發的影響，我們 使用 UVA 及 UVC 紫外線燈箱照

射及定溫培養箱控制溫度下，觀察花粉萌發的情形，並使用 Toup View 將顯微鏡下的花粉拍

照，記錄，最後計算萌發率完成實驗。 

實驗結果顯示，白晝光的萌發率比 UVC 高，乾燥情況下的 UVA 萌發率的比白晝光

高，雨天時的 UVA 萌發率較低。25℃最為適合花粉生長，在溫度較高時花粉不易萌發。 

 

壹、研究動機 

工商業急速發展下，工廠排放的廢氣只增不減，因此導致環境受到的破壞也日益漸

增，溫室效應加劇，溫度持續上升，紫外線指數時常達到過量級，於是我們便找到了本次的

實驗方向。我們決定以花粉來當實驗對象，取不同級數紫外線燈管來照射，並一一記錄下花

粉萌發的過程。再加以觀察及分析，了解紫外線的強度是否會對花粉萌發產生負面影響？ 

 

貳、研究目的 

一、探討花粉在 UVA 及 UVC 紫外線光線下之萌發情形。 

二、探討溫度會不會影響花粉的萌發。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實驗器材： 

（一） 儀器：相機、加熱攪拌器、顯微鏡、電子秤 

（二） 器材：滴管、培養皿、燒杯、平板、解剖工具、錐形瓶、加熱攪拌棒、滴管、

衛生紙、紙箱、紫外線燈炮、升降台、蓋玻片、鋁箔紙、塑膠籃、密封罐 

（三） 藥品：蔗糖 （C12H22O11 )、洋菜粉 (Agar Powder)、蒸餾水（H2O) 

 

 

 

 

實驗藥品 加熱攪拌器 顯微鏡 電子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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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皿 載玻片 紫外線燈管 升降台 

 

二、實驗植物：朱槿、大花咸豐草、琴葉珊瑚花、紫背萬年青、波斯菊 

     

朱槿 大花咸豐草 琴葉珊瑚花 紫背萬年青 波斯菊 

 

三、實驗用 app：Toup Ve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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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及結果 
 

一、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過程：根據文獻資料，及實驗目的我們設計了以下的實驗： 

（一） 實驗一：使用燈箱讓花粉在紫外線燈 UVA、UVC 下的萌發，並將其用顯微鏡

觀察後拍照記錄。 

（二） 實驗二：使用烘箱及冰箱使花粉在不同溫度下的萌發。 

 

  

 
  花粉萌發的程度會受紫外線的強度、溫度的影

響？ 
 提出假設 

 
如何使花粉萌發、適合花粉萌發的蔗糖濃度、紫

外線強度之間的差異  查閱文獻 

 

1. 探討花粉在 UVA 及 UVC 紫外線光線下的萌
發情形？ 

2. 探討溫度會不會影響花粉的萌發？ 

 

 實驗設計 



5 

三、實驗一：各種類花粉在紫外線燈 UVA、UVC 下的萌發程度。 

（一） 實驗過程 

1. 泡培養基： 

(1) 題目定案後我們以 20%的蔗糖水溶液來配製培養基用來培養花粉。經過一系

列比較我們採用 0.1%的培養基來培養花粉。 

(2) 首先取等比例的洋菜粉在錐形瓶內，在錐形內按照比例倒入 20%蔗糖水，接

下來用加熱攪拌器加熱並攪拌至完全融化，全程使用鋁箔紙封口，以防止水

分散失。（如圖 1-2) 

2.   培養用裝置： 

(1) 將泡好的培養基用滴管滴至乾淨的載玻片上。（如圖 1-3)。 

(2)  在培養皿上貼寫有花粉名稱的標籤紙，放入沾濕的紙巾再將載有培養基的

玻片放入培養皿。（如圖 1-4） 

 

  

圖 1-2 泡培養基 圖 1-3 滴了培養基的載玻片 圖 1- 4 貼了標籤紙的培養皿 

 

（二）    實驗結果 

1. 測量與計算： 

(1) 我們將各種類花粉放置到燈箱中照紫外線光（如圖 1-5），每隔 30 分鐘拿到

顯微鏡下觀察，並使用 Toup View 拍照記錄，共需要紀錄兩次，約 60 分

鐘。將照片傳至雲端(如圖 1-6) 

(2) 利用照片分析其萌發率並整理成以下表格。（如圖 1-7 ~1-66 ) 

(3) 考慮到花粉在雨天及晴天時萌發率會產生差異，恰好遇到梅雨季，於是我們

也收集了雨天時採集的花粉萌發數據。  

 
 

圖 1-5 在紫外光下照射的花粉 圖 1-6 雲端中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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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花粉的實驗結果 

(1) 大花咸豐草： 

    

白 30 乾 白 60 乾 白 30 雨 白 60 雨 

45/17 （總顆數/萌

發顆數） 

7/4 16/5 11/4 

37%（數量比） 57% 31% 36% 

圖 1-7 圖 1-8 圖 1-9 圖 1-10 

 

    

UVA 30 UVA 60  UVC 30 UVC 60 

 14/7  14/9 35/6  45/10 

 50%  64% 17%  22% 

圖 1-11 圖 1-12 圖 1-13 圖 1-14 

 

    

UVA 30 雨 UVA 60 雨 UVC 30 雨 UVC 60 雨 

12/4 25/10 12/3 15/4 

33% 40% 25% 26% 

圖 1-15 圖 1-16 圖 1-17 圖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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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槿： 

    

白 30 乾 白 60 乾 白 30 雨 白 60 雨 

34/2 43/7 11/2 11/3 

5% 16% 18% 27% 

圖 1-19 圖 1-20 圖 1-21 圖 1-22 

 

    

UVA 30 UVA 60 UVC 30 UVC 60 

18/2 9/2 46/6 26/4 

11% 22% 13% 15% 

圖 1-23 圖 1-24 圖 1-25 圖 1-26 

 

    

UVA 30 雨 UVA 60 雨 UVC 30 雨 UVC 60 雨 

9/1 20/3 10/1 5/1 

11% 15% 10% 20% 

圖 1-27 圖 1-28 圖 1-29 圖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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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琴葉珊瑚： 

    

白 30 乾 白 60 乾 白 30 雨 白 60 雨 

37/3 24/2 11/3 18/5 

8% 8% 27% 28% 

圖 1-31 圖 1-32 圖 1-33 圖 1-34 

 

 

    

UVA 30 UVA 60 UVC 30 UVC 60 

18/5 24/11 22/3 32/3 

27% 45% 13% 13% 

圖 1-35 圖 1-36 圖 1-37 圖 1-38 

 

    
UVA 30 雨 UVA 60 雨 UVC 30 雨 UVC 60 雨 

11/1 8/5 8/0 20/1 

9% 62% 0% 5% 

圖 1-39 圖 1-40 圖 1-41 圖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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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紫背萬年青： 

    

白 30 乾 白 60 乾 白 30 雨 白 60 雨 

24/6 22/6 17/2 20/4 

25% 27% 11% 20% 

圖 1-43 圖 1-44 圖 1-45 圖 1-46 

 

    

UVA 30 UVA 60 UVC 30 UVC 60 

11/4 33/13 20/5 35/16 

36% 39% 25% 45% 

圖 1-47 圖 1-48 圖 1-49 圖 1-50 

 

    

UVA 30 雨 UVA 60 雨 UVC 30 雨 UVC 60 雨 

29/1 30/5 10/0 10/1 3/1 

3% 16% 0% 10% 33% 

圖 1-51 圖 1-52 圖 1-53 圖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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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波斯菊： 

    

白 30 乾 白 60 乾 白 30 雨 白 60 雨 

33/22 29/23 13/9 20/14 

66% 79% 69% 70% 

圖 1-55 圖 1-56 圖 1-57 圖 1-58 

 

    

UVA 30 UVA 60 UVC 30 UVC 60 

47/21 18/11 32/18 19/11 

44% 61% 56% 57% 

圖 1-59 圖 1-60 圖 1-61 圖 1-62 

 

    

UVA 30 雨 UVA 60 雨 UVC 30 雨 UVC 60 雨 

 23/11  24/12 13/5   22/9 

 47%  50% 38%  40% 

圖 1-63 圖 1-64 圖 1-65 圖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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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二：各種類花粉在不同溫度下的萌發程度。 

（一） 實驗方式： 

1. 因為花粉的萌發不只受到紫外線強度的影響，因此我們使用冰箱及烘箱（如圖

2-12-2）來控制溫度，並在密閉無光的環境進行以下的實驗。 

2. 雷同於實驗一，使用同一種培養花粉的方式，將含有花粉的載玻片裝在培養皿

後，放置在烘箱以及冰箱進行萌發。 

3. 花粉每 30 分鐘取出觀察，重複兩次。 

4. 將進行完上述步驟的照片整理成以下表格，作為實驗數據。（如圖 2-3~2-） 

  

圖 2-1 冰箱 圖 2-2 烘箱 

（二） 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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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花咸豐草： 

    

25 度 30 乾 25 度 60 乾 25 度 30 雨 25 度 60 雨 

16/2 25/4 9/4 10/7 

12% 16% 44% 70% 

圖 2-3 圖 2-4 圖 2-5 圖 2-6 

 

    

15 度 30 15 度 60 35 度 30 35 度 60 

19/2 18/4 40/5  27/4 

10% 22% 12%  14% 

圖 2-7 圖 2-8 圖 2-9 圖 2-10 

 

    

15 度 30 雨 15 度 60 雨 35 度 30 雨 35 度 60 雨 

 13/6  15/7 8/4 15/8 

 46%  47% 50%  53% 

圖 2-11 圖 2-12 圖 2-13 圖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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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槿 

 

    

25 度 30 乾 25 度 60 乾 25 度 30 雨 25 度 60 雨 

28/1 24/2  19/1 9/1 

3% 8%  5%  11% 

圖 2-15 圖 2-16 圖 2-17 圖 2-18 

 

    

15 度 30 15 度 60 35 度 30 35 度 60 

47/2 25/2 45/5 50/6 

4% 8% 11% 12% 

圖 2-19 圖 2-20 圖 2-21 圖 2-22 

 

    

15 度 30 雨 15 度 60 雨 35 度 30 雨 35 度 60 雨 

8/0  28/2 17/0  16/1 

0%   7% 0%  6% 

圖 2-23 圖 2-24 圖 2-25 圖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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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波斯菊 

    

25 度 30 乾 25 度 60 乾 25 度 30 雨 25 度 60 雨 

 36/16 26/13 11/1 19/4 

44% 50% 9% 21% 

圖 2-27 圖 2-28 圖 2-29 圖 2-30 

 

    

15 度 30 15 度 60 35 度 30 35 度 60 

14/9 16/14 28/22 15/12 

64% 87% 78% 80% 

圖 2-31 圖 2-32 圖 2-33 圖 2-34 

 

    

15 度 30 雨 15 度 60 雨 35 度 30 雨 35 度 60 雨 

9/3 20/7 30/9 11/4 

33% 35% 30% 36% 

圖 2-35 圖 2-36 圖 2-37 圖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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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琴葉珊瑚花 

    

25 度 30 乾 25 度 60 乾 25 度 30 雨 25 度 60 雨 

 20/5  22/6 14/0 16/2 

 25%  27% 0% 12% 

圖 2-39 圖 2-40 圖 2-41 圖 2-42 

 

    

15 度 30 15 度 60 35 度 30 35 度 60 

24/8 29/11 48/18 24/13 

33% 37% 37% 54% 

圖 2-43 圖 2-44 圖 2-45 圖 2-46 

 

    

15 度 30 雨 15 度 60 雨 35 度 30 雨 35 度 60 雨 

12/0 34/7 8/5 20/16 

0% 20% 62% 80% 

圖 2-47 圖 2-48 圖 2-49 圖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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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紫背萬年青 

    

25 度 30 乾 25 度 60 乾 25 度 30 雨 25 度 60 雨 

27/3 16/3 28/0 39/11 

11% 18% 0% 28% 

圖 2-51 圖 2-52 圖 2-53 圖 2-54 

 

    

15 度 30 15 度 60 35 度 30 35 度 60 

40/4 29/5 29/3 26/3 

10% 17% 10% 11% 

圖 2-55 圖 2-56 圖 2-57 圖 2-58 

 

    

15 度 30 雨 15 度 60 雨 35 度 30 雨 35 度 60 雨 

15/1 17/6 20/3 16/6 

6% 35% 15% 37% 

圖 2-59 圖 2-60 圖 2-61 圖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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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討論 

一、紫外線 A\C： 

(一) 紫外線 A(UVA)（如圖 1-1）：指波長 320~400nm 的紫外線，比 UVB、UVC 的

能量弱，但穿透力高，強度高。 

(二) 紫外線 C(UVC) (如圖 1-1):指波長 200~280nm 的紫外線，比 UVA、UVB 的能量

強，但穿透力低，強度低。 

(三) 由於 UVA 為較強的紫外線光，於是我們較能比較出弱與強之差異性。 

 

圖 1-1 紫外線波長 

二、花粉的萌發 : 

(一) 溫度及紫外線強度及光線照射時間之長短，皆會影響花粉萌發之作用，且對萌

發率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二) 下雨會降低花粉在空氣中的濃度，也會使花粉受潮，因而有機率影響花粉的萌

發率。 

(三) 花粉發芽率的最佳濃度為 10~20%蔗糖，於是我們將培養基內加入 20%的蔗

糖。 

三、實驗一：各種類花粉在紫外線燈 UVA、UVC 下的萌發程度。 

(一) 首先我們用自製的燈箱，在裝上紫外線燈 UVA、UVC 後就可以開始實驗，原

先設計的實驗是 15 分鐘記錄一次，且用升降台墊高，讓花粉距離燈 15、30、45

公分，但經過幾次實驗測試時發現每次的間隔及間隔時間太小，所以數據間差

距不大。 

(二) 因此我們決定固定與燈間隔 15 公分，並以 30 分鐘為單位照光兩次。 

(三) 在拍照完畢後，將照片匯入雲端，並使用試算表製作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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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由實驗得知大花咸豐草在不同紫外線光線下的萌發率大小結果為：UVA>白晝

光>UVA 雨天>白晝光雨>UVC 雨天>UVC，如下圖。 

 
 

(五) 朱槿在不同紫外線光線下的萌發率大小最終結果為：白晝光雨天>UVA>UVC

雨天>白晝光>UVA 雨天=UVC，如下圖。 

 
(六) 琴葉珊瑚花在不同紫外線光線下的萌發率大小最終結果為：UVA 雨>UVA>白

晝光雨天>UVC>白晝光>UVC 雨天，如下圖。 

 
 

(七) 紫背萬年青在不同紫外線光線下的萌發率大小最終結果為：UVC>UVA>UVC

雨天>白晝光>白晝光雨天>UVAA 天，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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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波斯菊在不同紫外線光線下的萌發率大小最終結果為：白晝光>白晝光雨天

>UVA>UVC>UVA 雨天>UVC 雨天，如下圖。 

 
 

四、實驗二：各種類花粉在不同溫度下的萌發程度。 

(一) 利用烘箱跟冰箱控制溫度，讓花粉在 15、25、35 度下萌發，用培養基培養花

粉管，並拍照記錄。 

(二) 由於實驗方式與實驗一有些許雷同，只將實驗裝置改成烘箱及冰箱，並讓花粉

在無光環境下萌發花粉管。 

(三) 由實驗得知大花咸豐草在不同溫度下的萌發率大小結果為：25 度雨天>35 度雨

天>15 度雨天>15 度>25 度>35 度，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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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由實驗得知朱槿在不同溫度下的萌發率大小結果為：35 度>25 度雨天>15 度=25

度>15 度雨天>35 度雨天，如下圖。 

 
(五) 由實驗得知波斯菊在不同溫度下的萌發率大小結果為：15 度>35 度>25 度>15

度雨天=35 度雨天>25 度雨天，如下圖。 

 
(六) 由實驗得知琴葉珊瑚花在不同溫度下的萌發率大小結果為：35 度雨天>35 度

>15 度>25 度>15 度雨天>25 度雨天，如下圖。 

 
(七) 由實驗得知琴葉珊瑚花在不同溫度下的萌發率大小結果為：35 度雨天>15 度雨

天>25 度雨天>25 度>15 度雨天>35 度雨天，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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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根據以上實驗我們得到以下的結論 

一、由於在雨天時花粉受潮，所以較沒下雨時，萌發率低。 

二、高濃度紫外線對人體會有負面影響，對花粉也不例外，在實驗時發覺，花粉在非紫

外線下萌發時較快。 

三、白晝光的萌發率大部分時候比 UVC 高，除了紫背萬年青。 

四、乾燥情況下的花粉在 UVA 萌發率的比白晝光高。 

五、在找資料文獻時發現 15~35 度是花粉最易萌發的溫度，而實驗發現 25 度最為適合

花粉生長。 

六、雨天時的 UVA 萌發率較低除了琴葉珊瑚花。 

七、在溫度較高時花粉不易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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