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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花千骨」─在不同條件下保存玫瑰花的研究 

 

摘要 

  為了尋求保存玫瑰花的妥善方法，我們設計了一系列實驗，不斷改變條件來探討

研究。我們設定的條件有花瓶的水位、水溫、莖部的長度、葉片數目(葉片總面積的大

小)及剪裁工具的鋒利程度。在家中或在實驗室裡容易取得的各樣不同種類與不同濃度

的溶液。我們記錄玫瑰花在不同條件下的花期長短，必要時也測量花朵大小，作為觀

察研究的依據。 
 

壹、研究動機 

  花朵真美！只要桌上點綴著幾朵花，整個房間就會因此增色不少。鮮花雖然賞心

悅目，但若保存不當，早早凋謝成了花千骨，那就太可惜了。如何保存鮮花可是一門

大學問。因此我們設計一連串實驗，探討在不同條件下常見的玫瑰花開花的狀況與保

存期限，期望以成本較低的方法延長花期，達到提昇觀賞價值的目標。 
 

貳、研究目的 

一、了解環境因素中的水溫與花期長短、花朵大小的關係。 
二、了解花瓶水位與花期長短、花朵大小的關係。 
三、了解葉片數量(葉片總面積的大小)及莖的長短是否影響玫瑰花的保存。 
四、尋找適當溶液，可以比水更妥善的保存玫瑰花。 
 

參、研究材料與器材 

一、材料：玫瑰花、水、酒精、食用醋、漂白水、運動飲料、糖、鹽、小蘇打、綠茶、 
   咖啡、廣用試紙、廣用試劑。（如圖 1,圖 2） 
二、器材：天平(含砝碼)、量筒、燒杯、滴管、藥匙、攪拌用玻璃棒、剪刀、直尺、 
   標記筆、大標籤、小標籤、紅色膠帶、藍色膠帶、透明玻璃瓶(容量 180 毫升，作 
   為花瓶使用)、溫度計、照相機、觀察記錄表。 

2 



 

 

    (圖 1)主要研究媒材  (圖 2)實驗器材 
 

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第第一一階階段段研研究究】】  

實驗一 
(一)說明：探討花瓶中水位的高低是否影響玫瑰花的保存。順便了解換水與否會

不會改變花期長短與花朵大小。 
(二)步驟： 

1.準備 6 個相同的透明玻璃瓶，分別標示「低水位」、「低水位(換水)」、「中水

位」、「中水位(換水)」及「高水位」、「高水位(換水)」。 
2.將低水位花瓶注入高 3 公分的自來水，將中水位花瓶注入高 8 公分的自來

水，將高水位花瓶注入高 12 公分的自來水。 
3. 6 朵玫瑰花統一由花店將莖部裁剪至 25 公分長，斜切口，並將葉片清除乾

淨，分別插入 6 個花瓶中。 
4.標示換水的花瓶每天定時換水一次，換水後水位不變。 
 

實驗二 
(一)說明：探討花瓶中水溫的高低是否會影響玫瑰花的保存。在不換水的前提下，

我們以簡單的方法隔水冷卻或加熱花瓶，改變水溫，尋找其中的關聯性。 
(二)步驟： 

1.準備 4 個花瓶，注滿水，分別標示「5℃」、「10℃」、「20℃」、「30℃」。(室
溫約 20℃) 

2.準備 4 朵玫瑰花，由花店統一將莖部裁剪至 25 公分長，斜切口，並將葉片

清除乾淨，分別插入 4 個花瓶中。 
3.將標示 5℃的花瓶放入適當容器中，容器內注入冰水及冰塊，使花瓶水溫降

至 5℃左右。(以溫度計測量) 
4.將標示 10℃的花瓶放入適當容器中，容器內注入冰水，使花瓶水溫降至 10
℃左右。(以溫度計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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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將標示 30℃的花瓶放入適當容器中，容器內注入熱水，使花瓶水溫升至 30
℃左右。(以溫度計測量) 

6.以上冷卻及加熱花瓶的動作每天進行兩次，都在固定的時間操作。 
7.花瓶內的水每天不更換。 
    

實驗三 
(一)說明：探討莖的長短是否影響玫瑰花的保存。 
(二)步驟： 

1.準備 5 個花瓶，注滿水，分別標示「5cm」、「10cm」、「15cm」、「20cm」、「25cm」。 
2.準備 5 朵玫瑰花，統一由花店將莖部剪裁至 25 公分，並將葉片清除乾淨。 
3.其中一朵插入標示 25cm 的花瓶中。 
4.另外四朵，以直尺測量，分別裁剪斜切莖部成為 20 公分、15 公分、10 公

分及 5 公分，再按標示插入各個花瓶中。(如圖 3,圖 4)每天不換水。 

 

 

 
(圖 3)學生使用家用剪刀裁切花莖  （圖 4）裁切後的花莖依序放入標示瓶中 

 

實驗四 
(一)說明：探討葉片數量(葉片的總面積大小)是否影響玫瑰花的保存。 
(二)步驟： 

1.準備 5 個花瓶，注滿水，分別標示「0 葉」、「1 葉」、「2 葉」、「3 葉」、「4
葉」。 

2.準備 5 朵葉片較完整的玫瑰花，由花店統一將莖部裁剪成 25 公分長，斜切

口。 
3.依各個花瓶的標示，摘除葉片，「0 葉」表示葉片完全清除，依此類推。再

將處理過的玫瑰花依標示插入各個花瓶中。(如圖 5、圖 6)每天不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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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依照葉片多寡由右到左排列  (圖 6)左邊的玫瑰葉片較少而花朵較大 

 

實驗五 
(一)說明：花瓶中注入其他溶液來保存玫瑰花，會不會比水的效果更好？這是本

實驗的宗旨。另外，有鑒於實驗四葉片數目實驗的失敗，在本實驗中我們也

增設葉片數量較多的對照組來補強實驗四的結論。 
(二)步驟： 

1.準備 10 個透明玻璃瓶，分別標示「水」、「糖水」、「鹽水」、「小蘇打」、「酒

精」、「咖啡」、「綠茶」、「醋酸」、「運動飲料」及「漂白水」。 
2.將標示「水」的花瓶注入自來水 180 毫升。 
3.使用濃度 58％的酒精 14 毫升(約含純酒精 8 公克)兌水調配成溶液 180 毫

升，再注入已標示「酒精」的花瓶中。（如圖 7、圖 8） 
4.秤取糖 8 公克，兌水調配成溶液 180 毫升，再注入已標示「糖水」的花瓶

中。 
5.秤取鹽 8 公克，兌水調配成溶液 180 毫升，再注入已標示「鹽水」的花瓶

中。（如圖 9） 
6.秤取小蘇打 8 公克，兌水調配成溶液 180 毫升，再注入已標示「小蘇打」

的花瓶中。(如圖 10) 

  
(圖 7) 學生調配水溶液 (圖 8) 學生使用量筒量取所需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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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學生使用天秤秤量所需之小蘇打 (圖 10) 學生使用天秤秤量所需之鹽 

7.取運動飲料 130 毫升(按該產品標示，每 100 毫升含碳水化合物 6.4 公克，

推算 130 毫升約含碳水化合物 8 公克)兌水調配成溶液 180 毫升，注入已標

示「運動飲料」的花瓶中。 
8.取咖啡 180 毫升(前一天晚上先以無糖即溶咖啡 8 公克沖泡熱開水 180 毫

升，靜置一夜冷卻)注入已標示「咖啡」的花瓶中。 
9.取食用醋 14 毫升兌水調配成溶液 180 毫升，注入已標示「醋酸」的花瓶中。 
10.取綠茶 180 毫升(前一天晚上取適量茶葉放入水中以常溫萃取冷泡方式靜

置一夜)注入已標示「綠茶」的花瓶中。 

11.以滴管取用漂白水 8 毫升兌水調配成溶液 180 毫升，再注入已標示「漂白

水」的花瓶中。 
12.在調製溶液過程中，我們發現糖、鹽、小蘇打的水溶液無論如何攪拌，都

會出現微小顆粒狀沉澱，顯示其濃度均已達飽和溶解度。 
13.準備 10 朵玫瑰花，由花店統一裁剪莖部為 25 公分長，斜切口，再以剪刀

整理葉片，使每一朵玫瑰花葉片數目大致相同，再分別插入各個花瓶中，

每瓶一朵。(如圖 11) 

 

 

 (圖 11)實驗五的一倍葉片組  (圖 12)實驗五的兩倍葉片組 
 

14.重複步驟 1 到 13，但玫瑰花的葉片數量為前 10 朵的兩倍，作為對照組。(如

圖 12) 

15.實驗進行中一概不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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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討論 
(一)到目前為止，我們經由實驗觀察到的現象有： 

1.花瓶中維持高水位有利於玫瑰花的保存。 
2.花瓶中維持低水溫有利於玫瑰花的保存。 
3.將莖部修剪得太短，不利於玫瑰花的保存。 
4.綜合實驗四與實驗五可看出，玫瑰花葉片較多時，則花較小，也比較早枯

萎凋謝，相信若將葉片清除乾淨，較有利於玫瑰花的保存。 
5.在本次實驗中，溶液的酸鹼性與花期長短並無明確的關聯性。 

(二)有關實驗五的疑問： 
1.此次都以糖、鹽、小蘇打(8g)調製成飽和溶液，不知降低濃度是否對延長花

期有幫助？  
2.有同學發現本次實驗設計與一般人的生活習慣有所出入。一般家裡的花瓶

不會只插上一朵花，如果實驗設計成花瓶裡插上兩朵以上的玫瑰花，不知

結果是否會改變？ 
3.一般人無論收到玫瑰花或自己買花回家都會根據花瓶的高度自行修剪莖

部，但我們使用的剪刀不像花店使用的鋼剪那麼鋒利，在家修剪是否可能

因細菌感染而縮短花期？  
4.根據大家的討論，我們決定進行第二階段研究。 

 

  【【第第二二階階段段研研究究】】  

動機：根據實驗五的結果和疑問，我們決定對(一)花朵數目(二)裁切方式(三)溶液   
濃度再另行實驗(咖啡、綠茶和醋酸因表現不理想，便未再列入此次實驗) 

實驗六 
(一)目的：a.研究「花的數目」是否會影響保存時間？  

b.「自行剪裁」是否會影響保存時間嗎？ 
(二)方法：將家中以一般剪刀裁切莖部的玫瑰花，都貼上藍標做為識別，並與未

使用家中一般剪刀裁切的玫瑰花進行比較。 
(三) 步驟： 

1.準備 12 朵玫瑰花，其中 6 朵「無標示」由花店修剪，另外６朵以家中剪刀

修剪，並貼上「藍標」標示。 
2.將「無標示」以 1 朵、2 朵、3 朵分別插入裝有 180ml 自來水的 3 個瓶中。 
3.「藍標」的 6 朵，也以 1 朵、2 朵、3 朵分別插入裝有 180ml 自來水的 3 個

瓶中。 
4.以上 6 個實驗組放置在同一地點，觀察九日。 

 

實驗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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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探討各種溶液的濃度、種類與花朵保存的關係。 
(二)步驟： 

1.準備 13 個玻璃瓶，26 朵「藍標」玫瑰花各 25cm 長。 
2.秤取糖 2g、4g；鹽 2g、4g；小蘇打 2g、4g；量取運動飲料 60ml、180ml；

酒精 7ml、28ml；漂白水 3ml、6ml。 
3.將上述 2 的物品分別倒入空瓶中，並調製成 180ml 的水溶液。 
4.每瓶溶液都放入 2 朵「藍標」玫瑰花，並放置於同一處觀察。 
 

  【【第第三三階階段段研研究究】】  

動機：我們將上述的實驗結果與花店老闆分享，並對家中只有一般剪刀感到困

擾，請教花店老闆是否有改善的方法？老闆建議我們可以試著使用「醋酸

來處理切口」。但在【實驗階段一】中，醋酸的保存效果並不佳，難道使

用「醋酸處理切口」會有差別嗎？ 
  

實驗八 
(一)目的：研究一般剪刀裁剪後，在切口「用醋酸浸泡處理」玫瑰花，是否可延

長保存時間。 
(二)方法及步驟： 

1.量取食用醋 7ml 配製水溶液 180 毫升，再注入標示「醋酸 7ml」瓶中。 
2.將標示「水(醋酸處理)」的玻璃瓶注入自來水 180 毫升。 
3.取 2 朵玫瑰花，自行以普通剪刀斜切莖部約 2 公分，都貼上「藍色標籤」

後插入「醋酸 7ml」瓶中，並貼上小標籤標示 A 與 B。 
4.量取一小杯食用醋。取 2 朵玫瑰花，自行以普通剪刀斜切莖部約 2 公分，都

貼上「紅色標籤」後浸泡切口在醋中 3 分鐘（如圖 13），再插入有 180ml 的
瓶中，並貼上小標籤標示 A 與 B。 

5.將上面的 6 朵花放在同一處觀察。（如圖 14） 
 

 

 

 
(圖 13)將花莖切口浸泡於醋中  (圖 14)實驗八之實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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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實驗一 
探討花瓶中水位的高低是否影響玫瑰花的保存。順便了解換水與否會不會改變花期長短

與花朵大小。 
 
實驗結果： 
(一)觀察： 

1.實驗第四天，低水位瓶中的玫瑰花開花狀況明顯不如中、高水位。(如圖 15、
圖 16) 

2.以直尺測量發現水位高低不同，花朵的大小也有差異(以直徑表示，單位為

公分)。 
      水 位    
是否  
換水 

低 中 高 

換 水 5 6.5 7.5 
不換水 5 6.5 7.5 

3.實驗第五天，無論換水與否，低水位花瓶中的玫瑰花都已經開始枯萎。 
4.中高水位的玫瑰花不論是否換水都存活到第七天。 

(二)結論： 
1.低水位花瓶中的玫瑰花較快凋謝，花朵也較小，因此低水位不利於玫瑰花

的保存。 
2.中、高水位的玫瑰花期很接近，但高水位的玫瑰花朵更大，觀賞價值更高。

因此花瓶保持高水位有利於玫瑰花的保存。 
3.本實驗過程氣溫都保持在 17℃～20℃之間，我們發現在此溫度範圍內換水

與否對花期長短及開花狀況影響不大，但仍需日後進一步的實驗探討。 
 

 

 

 (圖 15)按水位高低由右到左排列花瓶  (圖 16)左邊低水位花瓶的玫瑰狀況較差 

 

 

直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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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 
探討花瓶中水溫的高低是否會影響玫瑰花的保存。 
 
實驗結果： 
(一)觀察： 

1.在實驗第七天時，測量花朵大小，5℃及 10℃直徑為 8 公分，20℃直徑為 6.5
公分，30℃直徑為 7 公分。 

2.實驗第八天，5℃及 10℃依然盛開，20℃及 30℃略微枯萎。(如圖 17) 
3.實驗第十天，5℃依然盛開，10℃及 20℃明顯枯萎，30℃則下垂凋謝。(如
圖 18、圖 19) 

4.實驗第十三天，5℃開始枯萎，10℃、20℃、30℃已下垂凋謝。 
(二)結論：5℃到 10℃的水溫有助於延長花期且花朵較大，因此低溫環境對玫瑰花的保

存較有利。 
 

  (圖 17)按水溫高低由右到左排列花瓶 1 (圖 18) 按水溫高低由右到左排列花瓶 2 

 

 

(圖 19)左邊低水溫花瓶中的玫瑰狀況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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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 
探討莖的長短是否影響玫瑰花的保存。 
 
實驗結果： 
(一)觀察：如下表(“○”表示開花，“△”表示花瓣枯萎，“×”表示花下垂凋謝) 

            莖的長度 
       開 
時間           

5cm 10cm 15cm 20cm 25cm 氣溫 

11 月 30 日 13 時 0 分 ○ ○ ○ ○ ○ 20℃ 

12 月 1 日 8 時 30 分 ○ ○ ○ ○ ○ 19℃ 

12 月 2 日 8 時 30 分 ○ ○ ○ ○ ○ 20℃ 

12 月 3 日 8 時 25 分 ○ ○ ○ ○ ○ 19℃ 

12 月 4 日 9 時 15 分 △ △ ○ ○ ○ 19℃ 

12 月 5 日 10 時 0 分 × × ○ ○ ○ 20℃ 

12 月 6 日 10 時 0 分 × × ○ ○ ○ 20℃ 

12 月 7 日 8 時 0 分 × × ○ ○ ○ 20℃ 

12 月 8 日 7 時 45 分 × × △ △ △ 21℃ 

12 月 9 日 7 時 45 分 × × △ △ △ 22℃ 
 
  實驗第五天，我們發現莖長 5 公分及 10 公分的玫瑰花已經枯萎。另外三朵玫瑰花

都存活了 10 天以上，且花朵大小相近，(如圖 20、圖 21）直徑約為 8 公分。而莖長 5
公分及 10 公分的玫瑰花，其花朵直徑都只有 5 公分。 
 

 

 

 
(圖 20)依照莖的長短由左到右排列  (圖 21)右邊兩朵莖太短的玫瑰狀況較差 

(二)結論：玫瑰花的莖過短(5～10 公分)容易枯萎。莖長 15～25 公分的玫瑰花無論花期

長短或花朵大小都沒有太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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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 
探討葉片數量(葉片的總面積大小)是否影響玫瑰花的保存。 

 
實驗結果： 
(一)觀察：如下表(“○”表示開花，“△”表示花瓣枯萎，“×”表示花下垂凋謝) 

 
              葉片數 
       開 
時間           

0 葉 1 葉 2 葉 3 葉 4 葉 氣溫 

11 月 30 日 13 時 0 分 ○ ○ ○ ○ ○ 20℃ 

12 月 1 日 8 時 30 分 ○ ○ ○ ○ ○ 19℃ 

12 月 2 日 8 時 30 分 ○ ○ ○ ○ ○ 20℃ 

12 月 3 日 8 時 30 分 ○ ○ ○ ○ ○ 19℃ 

12 月 4 日 9 時 20 分 ○ ○ ○ ○ ○ 19℃ 

12 月 5 日 10 時 0 分 ○ ○ ○ ○ ○ 20℃ 

12 月 6 日 10 時 0 分 ○ ○ ○ ○ ○ 20℃ 

 
1.實驗第五天，我們發現 5 朵玫瑰花的大小各有不同，(如圖 13)便測量每朵花的直徑 
  (以公分表示)。 

葉片數 0 葉 1 葉 2 葉 3 葉 4 葉 

直徑 7.8 8 7.4 6 6.9 

2.實驗第八天，因玫瑰花的葉片自然凋落，無法維持原有的實驗設計，本實驗宣告中 
 止。 

 
(二)結論： 
  1.玫瑰花的葉片數較少(葉片總面積較小)，則綻放的花朵較大。 
  2.玫瑰花的葉片數與花期長短的關聯性，有待日後實驗進一步確認。 

 

實驗五 
在花瓶中注入其他溶液來保存玫瑰花，會不會比水的效果更好？  

 
實驗結果： 
(一)觀察：如下表(“○”表示開花，“△”表示花瓣枯萎，“×”表示花下垂凋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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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倍 葉 片 組 

            溶液種類 
       開 
時間           

水 

糖

水 

鹽

水 

咖

啡 

酒

精 

小

蘇

打 

醋

酸 

漂

白

水 

綠

茶 

運
動
飲
料 

氣

溫 

11 月 30 日 13 時 0 分 ○ ○ ○ ○ ○ ○ ○ ○ ○ ○ 20℃ 
12 月 1 日 8 時 25 分 ○ ○ ○ ○ ○ ○ ○ ○ ○ ○ 19℃ 
12 月 2 日 8 時 0 分 ○ ○ ○ △ ○ ○ ○ ○ ○ ○ 19℃ 
12 月 3 日 8 時 30 分 ○ ○ △ × ○ × △ ○ △ ○ 19℃ 
12 月 4 日 8 時 0 分 ○ △ △ × ○ × × ○ × ○ 18℃ 
12 月 5 日 10 時 20 分 ○ △ △ × ○ × × ○ × ○ 20℃ 
12 月 6 日 10 時 0 分 ○ × × × ○ × × △ × △ 20℃ 
12 月 7 日 8 時 0 分 ○ × × × △ × × × × × 19℃ 
12 月 8 日 8 時 0 分 ○ × × × × × × × × × 21℃ 

凋謝順序 8 5 4 1 7 2 3 6 3 6  
凋謝速度：咖啡＞小蘇打＞醋酸＆綠茶＞鹽水＞糖水＞漂白水＆運動飲料＞酒精＞水 
 

兩 倍 葉 片 組 

            溶液種類 
       開 
時間           

水 

糖

水 

鹽

水 

咖

啡 

酒

精 

小

蘇

打 

醋

酸 

漂

白

水 

綠

茶 

運
動
飲
料 

氣

溫 

11 月 30 日 13 時 0 分 ○ ○ ○ ○ ○ ○ ○ ○ ○ ○ 20℃ 
12 月 1 日 7 時 0 分 ○ ○ ○ △ ○ ○ ○ ○ ○ ○ 19℃ 
12 月 1 日 18 時 0 分 ○ ○ ○ × ○ ○ ○ ○ ○ ○ 18℃ 
12 月 2 日 7 時 0 分 ○ ○ ○ × ○ △ △ ○ ○ ○ 18℃ 
12 月 2 日 18 時 0 分 ○ ○ ○ × ○ × △ ○ △ ○ 20℃ 
12 月 3 日 7 時 0 分 ○ ○ ○ × ○ × △ ○ △ ○ 17℃ 
12 月 3 日 18 時 0 分 ○ △ △ × △ × × △ × △ 17℃ 
12 月 4 日 7 時 0 分 ○ × × × △ × × △ × △ 18℃ 
12 月 4 日 18 時 0 分 ○ × × × × × × × × × 18℃ 

凋謝順序 7 5 5 1 6 2 3 6 4 6  
凋謝速度：咖啡＞小蘇打＞醋酸＞綠茶＞糖水＆鹽水＞酒精＆漂白水＆運動飲料＞水 
(註：因本組變化較快，因此改成半天記錄觀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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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實驗第 2 天，兩倍葉片組的「咖啡」
首先枯萎 

 (圖 23)實驗第 3 天，一倍葉片組的「咖啡」
首先枯萎。 

 

 

 
(圖 24)插在「小蘇打」瓶中的玫瑰花莖部明
顯變黑。 

 (圖 25)實驗第 5 天，一倍葉片組中領先凋謝
的是「咖啡」、「小蘇打」、「醋酸」和「綠茶」 

  
在實驗開始前，為不影響各溶液，先以廣

用試紙測量溶液的酸鹼性，實驗後再以廣

用試劑測量，發現原先呈鹼性的漂白水及

小蘇打溶液改變成中性，而糖水也從原先

的中性酸化。(見圖 27、圖 28)另外，我們

以肉眼觀察到一倍葉片組的花朵直徑普

遍較大。同時根據觀察紀錄歸納出一倍葉

片組的花期普遍較長。 
(圖 26)實驗第 6 天，一倍葉片組中的「水」、
「酒精」、「漂白水」、「運動飲料」依然盛開。 

 

 

 

 
(圖 27)觀察溶液的變化-1  (圖 28)觀察溶液中的變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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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論： 

一倍葉片組的花期普遍比兩倍葉片組長

6 6

3

8

3

4

7

4

7

4 4

2

4

2

3

4

3

4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糖水 鹽水 咖啡 酒精 小蘇打 醋酸 漂白水 綠茶 運動飲料 溶液種類

花期

(天數)

一倍葉片組

兩倍葉片組

實驗六 

 a.「花的數目」是否會影響保存時間？  
 b.「自行剪裁」是否會影響保存時間嗎？ 

 
實驗結果： 
(一)觀察：如下表(“○”表示開花，“△”表示花瓣枯萎，“×”表示花下垂凋謝) 
              溶液種類 
        
時間           

水(1 朵) 水(2 朵) 水(3 朵) 
氣溫 

無標示 藍標 無標示 藍標 無標示 藍標 

12 月 10 日 13 時 10 分 ○ ○ ○ ○ ○ ○ 23℃ 
12 月 11 日 8 時 0 分 ○ ○ ○ ○ ○ ○ 22℃ 
12 月 12 日 11 時 30 分 ○ ○ ○ ○ ○ ○ 23℃ 
12 月 13 日 11 時 30 分 ○ ○ ○ ○ ○ ○ 23℃ 
12 月 14 日 7 時 50 分 ○ ○ ○ △ ○ △ 22℃ 
12 月 15 日 8 時 30 分 ○ ○ △ × ○ × 23℃ 
12 月 16 日 8 時 15 分 ○ ○ × × △ × 18℃ 
12 月 17 日 8 時 30 分 ○ ○ × × × × 18℃ 

12 月 18 日 8 時 5 分 ○ ○ × × × × 16℃ 
(二)結論： 
a.由上表可知，一朵花明顯比２朵以上保存較久，但２朵以上無法看出明確差別。 
b.實驗第 5 天，自行斜切莖部的玫瑰花(藍標)在較擁擠的花瓶中已開始枯萎，可見使用

一般較不鋒利的剪刀斜切莖部確實不利於玫瑰花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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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實驗六顯示，2 朵以上和 3 朵的保存期限並無很大差別，因此我們往後的實驗都

以「2 朵當基準」，而且為貼近生活中的狀態，一律以自行修剪(藍標)來操作。 
 

實驗七 
探討各種溶液的濃度、種類與花朵保存的關係。 

 
實驗結果： 
(一)觀察如下表： 
   溶液種類 

        
 

時間           

水 

(2 朵) 

糖 

2g 

糖 

4g 

鹽 

2g 

鹽 

4g 

小蘇

打 

2g 

小蘇

打 

4g 

運動

飲料

60ml 

運動

飲料

180ml 

酒精

7ml 

酒精

28ml 

漂白

水 

3ml 

漂白

水 

6ml 

氣溫 

12 月 20 日

13 時 10 分 
○ ○ ○ ○ ○ ○ ○ ○ ○ ○ ○ ○ ○ 23℃ 

12 月 21 日

8 時 0 分 
○ ○ ○ ○ ○ ○ ○ ○ ○ ○ ○ ○ ○ 22℃ 

12 月 22 日

11 時 30 分 
○ ○ ○ ○ ○ ○ ○ ○ ○ ○ ○ ○ ○ 23℃ 

12 月 23 日

11 時 30 分 
○ ○ ○ ○ △ △ ○ ○ ○ ○ ○ ○ ○ 23℃ 

12 月 24 日

8 時 10 分 
○ ○ ○ ○ × × △ ○ ○ ○ ○ ○ ○ 23℃ 

12 月 25 日

8 時 30 分 
○ ○ ○ △ × × × ○ ○ ○ ○ ○ ○ 22℃ 

12 月 26 日

8 時 15 分 
× ○ ○ × × × × ○ ○ ○ △ △ △ 18℃ 

12 月 27 日

8 時 30 分 
× ○ ○ × × × × ○ ○ ○ × × △ 18℃ 

12 月 28 日

8 時 10 分 
× △ △ × × × × ○ ○ × × × × 16℃ 

(二)結論： 
a.實驗發現，自行斜切莖部的玫瑰花插在 2 種濃度的鹽水與小蘇打溶液中，保存效果都

不佳。 
b.放入水中的玫瑰花已經於第六天凋謝。 
c.實驗第八天，插在糖水中的玫瑰花依然盛開，但花朵較小(7 公分)，兩種濃度並無差別。 
d.實驗第七天，「酒精 28ml」瓶中的玫瑰花已經枯萎，花朵又比較小，因此我們推薦在

家裡自行斜切莖部後，插入裝有低濃度酒精的花瓶中，會有助於玫瑰花的保存。 
e.實驗第五天，兩個運動飲料瓶中都出現霧狀薄膜，不知是何物。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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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實驗第六天，插在兩個運動飲料瓶中的 4 朵玫瑰花依然盛開，測量花朵(如圖 29)直徑

都在 8 公分左右，此次濃度並沒有影響保存狀況，都可維持 9 天以上。 

 
（圖 29）用直尺測量花朵的直徑 

g.將玫瑰花插入低濃度漂白水溶液中也有助於玫瑰花的保存，因我們發現「漂白水 3ml」
瓶中的玫瑰花朵直徑 8cm 明顯較大，「漂白水 6ml」只有 6cm，所以推薦較低濃度的漂

白水溶液。 
h.綜合表格及上述結果，我們發現自行裁剪的玫瑰花 2 朵，保存效果如下： 

運動飲料＞糖＞低濃度酒精＞低濃度漂白水＞水＞鹽及小蘇打 

 

實驗八 
研究一般剪刀裁剪後，在切口「用醋酸浸泡處理」玫瑰花，可否延長保存時間。 

 
實驗結果： 
(一)觀察如下表： 
             溶液種類 
        
時間           

水(2 朵) 水(醋酸處理) 醋酸 7ml 
氣溫 

無標示 藍標 紅標 A 紅標 B 藍標 A 藍標 B 

12 月 10 日 13 時 10 分 ○ ○ ○ ○ ○ ○ 23℃ 
12 月 11 日 8 時 0 分 ○ ○ ○ ○ ○ ○ 22℃ 
12 月 12 日 11 時 30 分 ○ ○ ○ ○ ○ ○ 23℃ 
12 月 13 日 11 時 30 分 ○ ○ ○ ○ ○ ○ 23℃ 
12 月 14 日 7 時 50 分 ○ △ ○ ○ ○ ○ 23℃ 

12 月 15 日 8 時 0 分 △ × ○ ○ △ △ 21℃ 
12 月 16 日 8 時 0 分 × × ○ ○ △ × 18℃ 
12 月 17 日 12 時 40 分 × × △ ○ × × 12℃ 

12 月 18 日 8 時 5 分 × × × × ×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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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論： 
a.實驗第五天，「水(醋酸處理)」及「醋酸 7ml」瓶中的玫瑰花依然盛開，而水瓶中的藍

標玫瑰已經枯萎，顯示自行斜切莖部後，以醋酸處理切口的確有助於延長花期。 
b.實驗第六天，「水(醋酸處理)」瓶中的玫瑰花依然盛開，測量花朵直徑分別為 7 公分與

8 公分。「醋酸 7ml」瓶中的玫瑰花已經枯萎。看來在家裡斜切莖部後「以醋浸泡切口」

再插入水瓶中不失為保存玫瑰花的好辦法。只浸在加醋酸的溶液中，並無太大的幫助。 

 

陸、結論 

  保存玫瑰花是否妥善有兩項檢驗標準，就是花期長短與花朵大小。我們透過一系

列的實驗操作，經由各種物理條件和化學條件的改變，逐步摸索出妥善保存玫瑰花的

祕訣。我們發現在家中： 
一、較低的水溫有利於玫瑰花的保存。 
二、將葉子剪除乾淨有利於玫瑰花的保存。 
三、瓶中維持高水位有利於玫瑰花的保存。 
四、將莖修剪得太短不利於玫瑰花的保存。 
五、如果必須修剪莖的長度時，使用鋒利的鋼剪對玫瑰花的保存較有利。 
六、如果自行使用普通剪刀修剪莖部，有下列幾種方法可以幫助玫瑰花的保存： 

1. 插入裝有運動飲料的花瓶中。 
2. 插入裝有糖水的花瓶中。 
3. 插入裝有低濃度酒精的花瓶中。 
4. 插入裝有低濃度漂白水的花瓶中。 
5. 以醋浸泡切口後立刻插入水瓶中。 
6. 若切口不處理，每個水瓶只能插入一朵玫瑰花。 

七、就運動飲料、糖水、酒精與漂白水溶液而言，如何調配出最適當的濃度，使玫瑰 
  花的花期更長，花朵較大，觀賞價值更高，有待日後進一步實驗再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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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 3 下，康軒版(民國 98 年)，第 62 頁到 63 頁，「溫度的變化

與溫度計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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