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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成果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原生山茶屬植物之培育條件，同時培育苗木以因應種原庫建置之需

求。在扦插部分，共測試12種類。以赤玉土為最佳之介質，而多數種類以夏季所採

之枝條活性最佳，可得到最高之發根率(72~100%)，且此條件下之平均發根時間亦相

對較短。可惜發根時間不夠集中，為一需待改善之缺點。針對10種類進行種子發芽

條件測試，結果發現成熟的沉水種子，發芽率並不低，顯示原生山茶的種子萌發能

力並非造成野外族群稀有的原因。另外，山茶屬植物之種子為異儲型，無法長期進

行保存。但適度之儲存時間(3~6個月)，可以促進垢果山茶、細葉山茶、台灣山茶、

尾葉山茶與柳葉山茶之發芽整齊度，以及減少平均發芽周數，此特性可以應用在提

升山茶種子繁殖的效益上。在田間生長之方面，分別在北、中、南、東4個地點，種

植日本山茶、細葉山茶、短柱山茶、恆春山茶、落瓣油茶等5種油用山茶。歸納實驗

結果，可知東部為田間種植之最佳區域，適合種類包括日本山茶、細葉山茶、短柱

山茶與落瓣油茶。北部的表現也不錯，以日本山茶、恆春山茶及落瓣油茶較佳。山

茶在中部與南部低海拔的生長不良，若要推廣需先進行選種馴化。病害調查以蛾類

、椿象類、蚜蟲最為常見，但在未施用農藥與肥料的情形下，田間栽植之山茶病害

並不嚴重。此點暗示可將油用山茶的栽培，導向有機或是自然農法，以符合未來的

農業生產模式。本計畫今年度共培育山茶苗木2000株，建議林務局成立山茶保育園

，進一步以系統化之方式，進行種原保育。  

 

 

二、執行成果英文摘要：

The aim of the project is to figure out the propagation skill of native

Camellia plants. Meanwhile, seedlings of native Camellia plants are

propagated to meet the need on conservation germplasm garden. All 12

species were tested for cutting. The result showed the akadama soil was

the best substance. Most species got the highest viability of shoots and

shortest mean rooting weeks in summer, . However, the the rooting time

was too scattered. It needed to b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Seeds from 10

species, excluding C. kissi and C. transarisanensis, were tested for seed

germination. The mature seeds showed a high rate of germination (most

over 70%). This suggested the ability of seed germination might not be

the reasons of rarity of native Camellia plants. Camellia seeds were

classified  as  recalcitrant.  However,  adequate  storage  (about  3  ~  6

months)  could  improve  germination  uniformity  and  decreased  mean

germination  weeks.  Five  oil  camellia  species,  i.e.  C.  japonica,  C.

tenuiflora, C. brevistyla, C. hengchunensis and C. kissi, were planted in

four geographic sites. Results showed the eastern region was the best

place for the growth of C. japonica, C. tenuiflora, C. brevistyla and C.

kissi. The northern region was suitable for planting C. japonic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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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gchunensis and C. kissi. Tested plants showed worst responses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s. This suggested a prior acclimatization was

necessary. Investigation of pests showed moths, stinkbugs and aphids were

common insects for Camellia plants. However, those pests just only showed

a slightly affect without using pesticides. This suggested a high rate of

chance that oil camellia plants could be planted using an organic way. In

this year, total 2000 seedlings were propagated for the Forest Bureau. We

sugges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mellia  garden,  for  conserving

camellia  germplasm  by  a  systematic  way.   

 

 

三、計畫目的：

依上一年度之方法，進行6種茶亞屬植物之扦插實驗。 

持續進行其它種類之種子萌發實驗。 

持續蒐集田間試植的5種油用山茶之生長資料。 

持續調查各種類之病蟲害情形。 

與林務局苗圃合作，進行育苗技術轉移及苗木移植。 

 

 

四、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1＞ 研究材料： 

    本研究之材料，包括短柱山茶（C. brevistyla）、尾葉山茶（C. caudata）、

台灣山茶（C.  formosensis）、垢果山茶（C.  furfuracea）、恆春山茶（C.

hengchunensis）日本山茶（C. japonica）、落瓣油茶（C. kissi）能高山茶（C.

nokoensis）、柳葉山茶（C. salicifolia）、細葉山茶（C. tenuiflora）、阿里

山山茶（C. transarisanensis）、泛能高山茶（C. transnokoensis）等12種台灣

原生之山茶屬植物。 

＜2＞ 扦插試驗 

目的：了解山茶在不同土壤基質、發根劑處理與不同季節的枝條活性等條件下，其

扦插成功率之差異，以找出最佳之扦插處理方法。 

 

材料: 上述12種類。 

進度規劃：本試驗分成兩年進行，第一年進行山茶亞屬之6種類，包括日本山茶、

短柱山茶、垢果山茶、恆春山茶、落瓣油茶、細葉山茶。第二年進行茶亞屬之6種

類。 

每種選定一族群，再於族群內選定一外觀健康、成熟 (優先選取胸徑最大者)之植

株採集枝條，以排除個體間差異之變因。 

針對選定植株，現場採集若干約30 cm長之枝條，置入含水苔之封口袋內保濕，隨

後放入行動冰桶予以低溫運送，以保持枝條之活性。 

每種類分成以下6組別： 

第1組: 泥炭土 + 發根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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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組: 泥炭土 

第3組: 赤玉土 + 發根劑 

第4組: 赤玉土 

第5組: 粗河沙 + 發根劑 

第6組: 粗河沙 

每組處理100株扦插枝，扦插枝長度8 cm，插入土中4 cm深。 

自動灑水設定，以土壤保持濕度為原則，溫度低於26度時，在8:00與17:00各噴灑

1 min。溫度高於26度時，在8:00、12:00與17:00各噴灑2 min。 

上述步驟每3個月實施一次，以評估季節間之差異。 

每組每周隨機選取10扦插枝，記錄發根情形。發根情形分為癒傷組織形成與最長

根達1 cm等兩階段。 

 

＜3＞ 種子萌發試驗 

目的：了解山茶種子在不同熟度、品質、儲藏時間下之萌發率。 

 

材料: 上述12種類，視當年度採種情形決定(原則8種以上)。 

進度規劃：計畫全程。依照原生山茶屬植物之果實成熟期（每年7~12月）進行採

種與實驗。 

分成以下組別： 

第1組: 未熟 + 水選 (沉) 

第2組: 未熟 + 水選 (浮) 

第3組: 成熟1 + 水選 (沉) 

第4組: 成熟1 + 水選 (浮) 

第5組: 成熟2 + 水選 (沉) 

第6組: 成熟2 + 水選 (浮) 

第7組: 成熟3 + 水選 (沉) 

第8組: 成熟3 + 水選 (浮) 

第9組: 成熟4 + 水選 (沉) 

第10組: 成熟4 + 水選 (浮) 

未熟與成熟之判別種皮黑色部分佔全部面積2/3以下者為未熟，超過2/3者為成熟

。 

成熟組別區分：成熟1 = 採集後7天內播種。成熟2 = 採集後1個月播種。成熟3 =

採集後3個月播種。成熟4 = 採集後6個月播種。 

每組之種子數量視採集所得之種子數而定，最高每組100顆。 

種子若來自不同株，則均勻混合後再分組，以消弭個體間之差異。 

栽培介質為泥炭土：蛭石：珍珠石 = 2：1：1，種子壓入土中，上緣切齊土表面

。 

自動灑水設定，以土壤保持濕度為原則，溫度低於26度時，在8:00與17:00各噴灑

1 min。溫度高於26度時，在8:00、12:00與17:00各噴灑1 min。 

每天觀察種子狀況，若有萌發，則記錄該種子之萌發日期。 

計算各組之平均發芽日。 

 

＜4＞ 田間試栽 

目的：了解具油用價值之山茶，在低海拔不同地區田間種植之生長速率與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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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5種具油用潛力山茶，包括日本山茶、短柱山茶、恆春山茶、落瓣油茶、細

葉山茶。 

進行時間：計畫全程。 

依蘇夢淮（2011）之油質分析成果，以及各種類現有之苗木數比例，選定每試驗

組含日本山茶與細葉山茶各22株、短柱山茶10株、恆春山茶與落瓣油茶各6株。各

植株之間距為2 m。每種類皆分成施肥與不施肥處理兩小組。 

每試驗組植栽空間排列，如附圖一所示。 

於台灣北部、中部、南部、東部等四個區域之低海拔地區，各選取一處地點，進

行試植。 

每3個月記錄植株之高度與基徑一次，同時，測定田間之土壤pH值、含水率、肥力

等，以了解田間植栽之生長率，以及其與土壤間之關連。 

 

＜5＞病害資料蒐集 

目的：了解原生山茶之病蟲害情形，因應未來栽植推廣時可能遭遇之問題。 

 

材料: 上述12種類。 

進度規劃：計畫全程。 

於野外資料蒐集與田間試種期間，若發現有咬食組織之動物，則記錄之，未能鑑

定者則以拍照（較大型動物）或是採集（較小型動物）之方式，攜回實驗室，進

行鑑定。若植株有外表上之病變，則採集組織攜回實驗室，進行病害鑑定。 

於研究期末，整理各種類之病害資料，並提出可能之因應對策，供日後推廣種植

之參考。 

 

＜6＞ 苗木與培育技術移轉至林務局苗圃 

目的:建立種原庫 

 

選定林務局適當苗圃，進行台灣原生山茶屬苗木移植，預估1000株。 

台灣原生山茶屬栽植技術移轉。 

 

 

五、結果與討論：

一、扦插繁殖 

表59統整了本研究全部12種山茶的最佳扦插組別結果，以資比較。在此所謂之最佳

扦插結果是設定達到最高發根率的組別。由於山茶扦插枝條的發根期相當長，為更

完整了解此一特性，本研究設定每一實驗組觀察期為1年。就去年度開始扦插實驗的

6種山茶亞屬植物來說，目前已完成全部四季滿1年的記錄，而本年度開始實驗的6種

茶亞屬植物，實驗仍在進行中。因此，擬就6種山茶亞屬的實驗結果，進行討論。由

表中可以看出，6種類中除日本山茶之外，有5種都是夏季枝條與赤玉土的組合有最

高的發根率。日本山茶雖然以秋季的赤玉土組發根率最高(96%)，但夏季的赤玉土組

(未施用發根劑處理)也有94%的發根率，嚴格來說兩季差異並不大。赤玉土為日本所

生產之人工介質，具有高透氣與保水性。Reynoso et al. (2001)指出，赤玉土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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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之扦插材質。不過，山茶屬植物的扦插研究使用赤玉土為基質者並不多見。無論

如何，本研究證明赤玉土對於山茶扦插枝條發根具有優良功效，可做為園藝栽培之

基礎。然而，赤玉土之市售價格，每升約新台幣15元。比較起泥炭土(混合配方)與

粗河砂每升價格約0.2-0.5元來說，材料花費相對昂貴。若要大量使用，材料花費相

對較高。不過，赤玉土為低溫燒製的人工土，性質上不易崩解。因此本實驗之未來

發展，可以針對其重覆使用對發根情形之影響進行研究。若赤玉土可以多次重覆使

用而其促進發根之效果不會有明顯減低之情況，則材料上之花費可以大大減少。在

季節的效應上，山茶屬植物的枝條扦插發根率與季節有所關連，已有諸多報告。針

對日本山茶的扦插季節進行實驗後，李佰文(2004)認為以6月上旬至8月上旬的發根

率最高，可達92.4%。本研究目前的成果則顯示，大部分種類以5月採集的枝條，發

根率最高，但8月枝條的分生能力，已不如5月之枝條。唯一例外的是日本山茶，5月

與8月的發根率皆相當高。而季節之效應，有時會因其它扦插條件之改變而變化。趙

玉宏等(2005)以木屑做為日本山茶扦插介質，結果獲得冬季發根率高於夏季的結論

。此點也可於未來進一步針對台灣的原生山茶進行測試。若有類似結果，就可於原

本不易發根的冬季進行扦插繁殖，提高苗木產量。另外，除垢果山茶之外，其它5種

都是未施用發根劑的組別有最高之發根率。不過經過統計檢定，可以發現有或無發

根劑處理的枝條發根率其實相差並不顯著。因此，本實驗結果並未支持發根劑處理

反而會阻礙山茶發根之觀點，只能詮釋為實驗採用之市售發根劑並未有促進山茶發

根之功效。當然，上述結果不能代表其它配方的發根劑亦會有相同結果。因為不同

植物的生化反應不同，因此往往針對特定的植物，需要有特定配方之發根劑，甚至

發根劑之反應也會受到其它扦插條件(如介質)之影響。張天翔等(2011)探討發根劑

對於日本山茶的扦插枝條發根狀況之影響，發現以200 g/ml的IBA處理2小時的枝條

發根率最高，在60天後可達到70%之發根率。儘管如此，廖健明等(2010)以不同濃度

的IBA測試日本山茶，卻獲得IBA對發根率無顯著效應之結論。而本研究之所以選用

「開根100」粉劑，是考量其為台灣目前園藝資材行，最容易買到的發根藥劑，售價

方面亦相對便宜。如有效果，對於山茶之繁殖，將有相當正面之幫助。不過，結果

並不如預期。此意謂著，若要了解發根劑促進原生山茶枝條發根的條件，還是需要

進一步的研究測試。 本研究之扦插記錄是以每周定期進行，相對之下，大部分相關

研究都是設定一個期間，直接看最終結果。因此，本研究可獲知各實驗組之發根趨

勢，此為一項突破。而這樣的實驗方法，除可讓我們了解山茶之發根趨勢之外，更

可進一步利用此一結果，來評估山茶扦插的效益。本研究結果顯示，儘管山茶普遍

之扦插發根率並不低，但發根整齊度不高，且平均發根周數長，此代表山茶的扦插

效率並不好，意即若要達到其最大之發根率，必需耗費長期之溫室使用時間。在未

發展出改善的方法之前，本研究分析了各種類的最佳發根率組的發根趨勢(圖3, 5,

7, 9, 11, 13)，據以建議6種山茶亞屬植物的最佳效益組合如表60，包括扦插季節

、介質、設置時程等。若相關單位有需要以扦插方式大量培育山茶苗木，且溫室之

使用時間是一項限制時，可以參考本表進行培育，以求得最大之產量。儘管如此

，由於山茶之最大發根率，遠高於以表60進行設置可得之發根率，因此如何有效縮

短發根時間，與提高發根集中度，將是未來在考量山茶扦插效益上，極待解決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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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二、種子繁殖 

本研究累積2年共計採得10種山茶之種子進行萌發實驗。在此，將至目前為止所獲得

之實驗結果，茲統整於表61中，以方便進行比較。若只看沉水的成熟種子發芽率

，除垢果山茶之外，其餘5種的最高發芽率，至少為80%，甚至達到100%。而垢果山

茶也有63%。此情形說明，台灣原生山茶屬植物之稀有情況(蘇夢淮, 2010)，應該不

是來自種子萌發力的問題。山茶種子從形態來看，應該被歸類為異儲型，而生理研

究也支持這樣的觀點(Berjak et al., 1993)，此說明其種子不耐儲存之性質。就種

原保存的角度來說，異儲型植物並不合適使用種子保存。韓寧林(1984)使用0~2℃的

條件，發現油茶種子最多可以儲藏到4年之久。而本研究儲藏至6個月之種子，仍具

備相當高之萌發率，也暗示其儲藏時間應可延長。在發芽的特性上，本研究發現大

多數種類在儲放之過程中，雖然其發芽率有下降之趨勢，但是連帶出現兩項有趣的

現象：(1)平均發芽周數隨儲放時間增加而減少，(2)發芽整齊度隨儲放時間增加而

上升。這樣的特性目前似乎未有類似報告，不過顯然可以應用在提升山茶種子萌發

的效益上。譬如，先以4℃儲藏3~6個月，就可以減少萌發盤設置的時間，因此能有

效提升溫室的利用效率。而同屬於山茶屬下毛蕊茶組的尾葉山茶與柳葉山茶 (台灣

在該組中只有這兩種)，都呈現未儲藏的種子其發芽率最低的情況，反應這2種山茶

的種子可能需要經由後熟的程序，才能提高發芽率。表61也進一步根據山茶種子的

儲放實驗結果，對提高山茶種子的育苗效益做出建議。不同的種類的最佳儲藏條件

有所差異，但基本上分成3類：第1類，建議以新鮮種子直接播種，因為儲放過程不

僅會使萌發率降低，也無助於提高發芽整齊度或縮短平均發芽周數。屬於此類的種

類有日本山茶與能高山茶。第2類，建議種子先儲藏3個月再播種。雖然此處理並不

會明顯提高發芽率，但可縮短平均發芽周數與提高發芽整齊度。屬於此類僅垢果山

茶一種。第3類，建議種子先儲藏6個月再播種，雖然此處理可能會損失些微的發芽

率，但是可明顯促進發芽整齊度與縮短平均發芽周數。屬於此類之種類最多，包括

短柱山茶、細葉山茶、台灣山茶、尾葉山茶與柳葉山茶5種。 通常在種子萌發操作

中，水選後浮水的種子，都會被捨棄不用。但本研究發現，大部分種類之未熟及浮

水種子仍具備有發芽之能力，甚至在日本山茶或細葉山茶的發芽率超過60%。由於原

生山茶之野外採種困難，在保育的考量下，建議應保留浮水或未成熟種子做為萌發

之用，以獲得更多之小苗。 

  

三、田間試植 

本計畫分別在北、中、南、東4個地點，以同樣的植栽設計，對5種具油用價值之原

生山茶進行田間試種，希望能找到各氣候區中，適合栽培的種類。茲將4個試驗地之

資料，統整於表62，對各種類在不同地區的生長表現，逐一進行檢視，以尋求適合

之種類，予以建議。在本研究設定之平均相對高度年生長率、平均相對基徑年生長

率、與死亡率等三項生長指標中，死亡率可能是最需被優先考量之因子。因為本研

究之目標為找出合適栽植油用山茶的地點為目標，而如果栽植個體死亡，當然沒有

- 6 -

http://www.coa.gov.tw


未來之產出可言。植物死亡的原因相當複雜，必須有詳細研究才能了解。不過，或

許可以將之視為一綜合性之表現，做為特定種類對環境是否能夠忍受的初步指標。

除了東部試驗地之外，日本山茶在北、中、南部試驗地的死亡率皆為最低。而東部

栽植的日本山茶，死亡率與同區其它種類相較雖屬中等，但其死亡率與其它地點之

同種相較，並沒有比較高。此情況說明，從死亡率的觀點來看，日本山茶可說是全

台皆合適栽植之種類。日本山茶在環境因子的相關檢定中，也呈現死亡率最不受到

環境因子影響之情況，主要與土壤中之電導度、鈣、錳、鉻、鎳等元素濃度有關

，而與氣候幾乎找不到關連。至於其它種類，細葉山茶、短柱山茶與落瓣油茶比較

適合在東部栽植，另外恆春山茶與落瓣油茶在北部的死亡率極低，也應該值得推廣

。除上述所提到之情形，其它種類與地點之組合，死亡率皆超過30%，就推廣栽植之

價值已經大大降低。上述情形說明不同種類的山茶的確在不同的地理區有不同的生

長反應，也暗示未來若要進行栽種推廣，種類慎選的必要性。若就地點之角度來看

(表62)北部的死亡率最低，無疑是栽植原生油用山茶的最佳地點；東部次之。而中

部與南部的表現都不佳，最低的單種死亡率都還接近40%，暗示如要在這2區推廣油

用山茶，馴化選種可能是必須先解決的問題。本研究使用高度與基徑做為生長之評

估指標，不過兩者的變化趨勢並不相同。就基徑而言，有持續生長的現象。然而

，高度在秋至冬季，會有普遍減少之情況。根據現場狀況研判，變矮的因素主要來

自：1. 主莖上部乾枯；2. 枝條因為外力(東北季風）壓迫，或是本身因木質化變重

而下垂。上述情況說明，若要對山茶田間生長進行評估，基徑應該是比較穩定的指

標。同時，就以油用為導向的栽培考量上，高度生長快，反而會增加果實採集的困

難度；而基徑生長快，代表主幹加粗的速度快，故比較能承受樹上果實的重量。因

此，基徑的生長資料，應該要較高度來得有意義。因此，若由基徑生長資料來看

，東部毫無疑問是最佳的種植區域。本試驗地年增加率最低的日本山茶，都仍有

61.7%的增加率。而最多的落瓣油茶，甚至高達133.4%。同樣的，最大的高度生長速

率也出現在東部試驗地，就此點而言，在此區栽植山茶比較有必要適度地進行修枝

，以免高度太高不易採果。整體來說，死亡率與基徑生長率資料都指出，若要推廣

原生油用山茶的栽培，則東部應是最佳之地點，接下來是北部。至於中部與南部

，並非完全不能種植，只是因為植株較易死亡與生長較慢，成本會比東與北部要高

。而在建議栽植的種類方面，日本山茶、細葉山茶、短柱山茶、落瓣油茶皆適合栽

植在東部，但北部以日本山茶、恆春山茶、落瓣油茶較佳。此2區可栽植的選擇多

，建議可以安排多種混植的方式，以減少傳染病的問題。  

  

四、山茶病蟲害初探 

本計畫在研究過程，蒐集了台灣原生山茶屬植物之病蟲害資料(表38)。結果發現

，以蛾類、椿象類、蚜蟲最為常見。這些昆蟲也是常見的農作害蟲，因此防治上並

不困難。值得說明的是，本研究為減少無論是田間或是溫室栽培上之變因，皆未對

任何樣本施用農藥與肥料。結果顯示，山茶的病害並不嚴重，至少在為期2年的計畫

時間裏，發現有明顯足以影響山茶生長之病害。此暗示在山茶推廣栽植上，可能只

需少量或甚至不必使用化學藥劑，此特性適合將油用山茶的栽培，導向有機或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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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然農法，符合未來的農業生產模式。 

  

五、山茶保育種原庫設置建議 

本研究針對台灣原生山茶屬植物進行扦插、種子萌發、田間栽植等實驗，除希望能

了解原生山茶屬植物的繁殖技術外，最終之目的乃是希望能夠以這些技術能夠成為

保育原生山茶屬植物的基礎。台灣原生山茶屬植物除具有原始森林生態指標的意義

之外，也具有相當的經濟潛力。然而，過往因為人為的因素，導致原生族群發生危

機。台灣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中(王震哲等, 2012)，將7種山茶屬植物列為稀有等級

。蘇夢淮(2009, 2010)以族群調查之資料，提出9種山茶屬植物面臨稀有之情況。就

全部僅有12種山茶屬植物的台灣而言，其在保育上具有相當指標性之意義。而因為

山茶屬種子屬於異儲型，不耐儲藏。若以種子儲存的方式進行保育，以現有研究報

告僅能儲藏4年進行考量(韓寧林, 1984)，4年之後就必須全部更換，以維持種子活

力。此種方式，不僅需要高頻度的野外採集，在野生植株結實率偏低的情況之下(蘇

夢淮, 2011, 2012)，對野外族群的更新，勢必造成影響。因此，欲對本土之山茶屬

植物進行保育，建立種原庫是比較適合的做法。表63摘要了山茶保育種原庫之設置

建議。基本上，種原庫設置規劃為三階段。初期以育苗為優先工作。本研究預估期

末將實驗過程所育成的2000株山茶苗木移轉給林務局苗圃，可做為此一階段之基礎

。中期則將培育之1-2 m高小樹，移至田間種植。因為種原庫設置的核心目標為保育

，因此遺傳多樣性的資訊，如種類、族群等，都必須標示清楚，且先做好空間規劃

，再予以定植。定植之山茶在成熟後，可做為採種之母樹，減少日後野外採種之必

要性，避免再對野生族群造成干擾。而長期來看，原生山茶屬絕非台灣唯一應受保

育關注之植物。台灣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中(王震哲等, 2012)列舉台灣有稀有問題

的植物共908種。在保育考量上，我們應該針對當中有迫切危機者，以異地保育之方

式，建力相關之種原蒐集與培育工作。而本研究以山茶屬為例，於執行過程所發展

與建立的相關思維與流程，則可提供其它類群種原庫建置的基礎。在地點方面，若

能同時栽植所有之種類，減少土地、設備與人力之花費，應為最經濟有效之做法。

本研究的田間試種結果指出，東部(花蓮)是最合適山茶田間栽植的地區。因此，建

議應該優先設置在花蓮一帶。至於管理保育種原庫之權責單位，依目前法令應該以

同屬農委會的林務局或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兩者選一。然而因為現階段適逢政府

組織改造，新的野生植物保育單位尚未明朗，因此需待組織改造後再由主管機關指

定之。  

 

 

六、結論：

在扦插方面，赤玉土為最佳之介質，而多數種類以夏季所採之枝條活性最佳，可

得到最高之發根率(72~100%)，且此條件下之平均發根時間亦相對較短。可惜發根

時間不夠集中，為一缺點。建議以表42所提供之扦插設置方法，提昇扦插效益。 

針對10種類進行種子發芽條件測試，結果發現成熟的沉水種子，發芽率並不低

，顯示原生山茶的種子萌發能力並非造成野外族群稀有的原因。另外，山茶屬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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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物之種子為異儲型，無法長期進行保存。但適度之儲存時間(3~6個月)，可以促進

垢果山茶、細葉山茶、台灣山茶、尾葉山茶與柳葉山茶之發芽整齊度，以及減少

平均發芽周數，此特性可以應用在提升山茶種子繁殖的效益上。 

扦插苗與種子苗發根後，建議先轉移至17 cm深、7 cm寬軟盆，不施肥料，使其根

系發展。3個月後，再轉移至24 cm深、18 cm寬軟盆，使苗高度生長。轉移後，前

6個月先不予施肥，後再視生長狀況，施用相對應之肥料。土壤介質以保水透氣為

要。約1.5~2年後，苗高至少超過50 cm，再進行定植。 

本計畫分別在北、中、南、東4個地點，對5種油用原生山茶進行田間試種。歸納

實驗結果，可知東部為田間種植之最佳區域，適合種類包括日本山茶、細葉山茶

、短柱山茶與落瓣油茶。北部的表現也不錯，以日本山茶、恆春山茶及落瓣油茶

較佳。山茶在中部與南部低海拔的生長不良，若要推廣需先進行選種馴化。 

綜合本系列研究結果，建議原生油用山茶之發展，可以先行在東部(優先)與北部

低海拔地區進行更大面積之試栽。種類方面，以日本山茶最佳。但考量同種作物

易引起嚴重病蟲害之特性，建議當中混植其它種類(依照第四點結論，視地點選擇

合適之種類)。 

病害調查以蛾類、椿象類、蚜蟲最為常見，但在未施用農藥與肥料的情形下，田

間栽植之山茶病害並不嚴重。此點暗示可將油用山茶的栽培，導向有機或是自然

農法，以符合未來的農業生產模式。 

由於山茶屬於異儲型種子，無法長期進行保存，因此建議林務局成立山茶保育園

。首先利用本計畫所培育之苗木，在苗圃培育至一定大小後，再轉移定植。栽植

地點建議以多點分散，以避免風險。包括樹木標本園、植物園、大學實驗林、茶

業改良場及森林遊樂區等皆可列入考慮。而山茶屬植物花大而美，極具觀賞價值

，也可成為山茶保育園另一附加價值。  

目前台灣的園藝市場，山茶小品盆栽之需求有逐漸擴大之趨勢。然而，目前市場

上販售之種類，以細葉山茶與日本山茶(園藝品種)佔大多數，其它原生種類雖有

價值但甚少見到相關應用。本研究所發展之扦插方法，可以提供農委會相關單位

，輔導農民進行生產，創造本屬植物另一層面之利用。同時，可避免對野生族群

之不當採摘，造成保育上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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