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盤固草與培地茅無菌試管苗量產之模式 

94 農科-4.1.4-畜-L3 
一、 中文摘要 

盤固草選一號 “Survenola＂ (Digitaria x umfolozi)為恆春
分所早年自國外引進抗鏽病的商業品種，培地茅(Vetiveria 
zizanioides)為水土保持重要的草種，兩者花粉皆不稔，主要以走莖

繁殖，繁殖效率低，無法大面積栽培。本計畫主要利用組織培養技術，

建立盤固草選一號與培地茅種苗繁殖方法，取盤固草選一號未成熟花

穗，經無菌消毒後，接種於含有細胞分裂素BA (0.5 mg/l)及 2,4-D(2 

mg/l)的MS培養基，可誘導癒合組織的形成，並再生成植株，移至田
間生長可獲得均一的種苗。取培地茅幼芽，經無菌消毒後，接種於含

有細胞分裂素BA(0.5 mg/l)或TDZ(0.05 mg/l)的MS培養基，可促進多

芽體產生，並具完整根系，移至田間生長其外表型態與正常植株並無

差異。將培地茅種植於山坡地，其護坡能力較掛網噴植的百慕達草

佳，且施作成本(145 元/M
2
)僅百慕達草的 1/3。因此本生產技術開發，

可解決盤固草選一號與培地茅種苗生產不足之困境，進而達到商品化

量產之目標。 
 

縮寫字: BA:(N6-Benzyladenine); 2,4-D: 2,4-dichlorophenoxyacetic acid 
MS (Murashige and Skoog medium); TDZ: N-phenyl-N’-1,2,3-thiadiazol-5-yl urea 

(thidiazuron)  
關鍵字：盤固草、培地茅、癒合組織、植株再生 

Key words : Digitaria x umfolozi、Vetiveria zizanioides(L) 
Nash)、callus、plant regeneration 

 

二、 前言 
 
盤固草(Digitaria decumbens)A254不僅適合放牧及製成乾草，

並能調製成各式青貯料，其應用性相當廣泛為乳牛芻料的重要來源

(Buu et al.,1993; Chen et al., 1994; Lee et al., 1991; Shy et 
al., 1995; Shy et al., 1997)。其種植方式，通常利用舊有之草地，

以分株苗進行扦插，或剪取地上部草苗以灑播的方式種植，無法以種

子繁殖的方式建立新草地。這樣的繁殖方式，往往造成雜草(古拉丁、

星草、強生草)或病源菌(鏽病孢子)等，經由人為運送的方式，由甲

地傳播至乙地，造成新牧區雜草或鏽菌的污染。盤固草選一號

(Digitaria x umfolozi) “Survenola＂為畜試所恆春分所自美國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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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具抗鏽病之商業品種，其產量及氮素利用率皆較盤固草A254高

(Liao and Shy,1997;Liao et al., 1996)，唯種苗繁殖與草地建立

不易，目前並未能廣泛栽培，相當可惜。因此，生產潔淨無雜草或病

源菌汙染之健康種苗，為牧草栽培管理上急待解決的問題。 
目前山坡地遇雨成災，土石流嚴重，急需植生護坡之草苗，培

地茅耐旱、長綠、多年生、栽培省工，極適合做為水土保持之草種，

但因培地茅無法產生有效種子，必須利用草苗分株繁殖，由於經費或

是施工地點的限制，大多無法在種植之後多加照料，因此唯有透過培

育健壯的草苗，才能利用於自然生態工法之施做，唯本省並無培地茅

種苗生產中心。 
因此，本計畫主要藉由植物組織培養技術，生產盤固草與培地

茅之無菌試管苗，並添加植物生長調節劑於培養基，加速盤固草與培

地茅芽體增殖效率，縮短瓶苗培養的時間，並於國內建立育苗圃的生

產模式，提供純淨之草苗，供業者生產加工利用及水土保持所需之種

苗生產技術，達到牧草種苗大量生產商品化之目標。 
 

三、 試驗材料與方法 
 
(1)無菌試管苗母瓶量產之建立，利用新竹分所現有標準P2級無

菌培養室，進行盤固草育一號 “Survenola＂與培地茅組織培養，誘

導細胞團產生，並分化成完整植株，利用此無菌試管苗，建立可量產

之母瓶，包括添加不同濃度與種類的細胞分裂素於培養基。培地茅為

台大選101號，由台大農藝系王裕文助理教授提供原原種。  

(2)瓶苗之馴化，將盤固草及培地茅無菌瓶苗直接由三角瓶中取

出，以稀釋1000倍的億力溶液浸泡10分鐘，形成抗菌保護膜，再種植

於珍珠石：蛭石：泥炭苔＝1：1：1的栽培介質中，置於溫室，進行

健化。  

(3)育苗繁殖圃之建立，將健化後之無菌試管苗以3至4分蘗為一

株，移入4英吋或6英吋的育苗袋中育苗，5-6週後即可以袋苗方式供

應。  

(4)培地茅山坡地施作，以坡度30度山坡為施作地，依慣行法種

植培地茅及百慕達草，比較植被覆蓋率。 

 

四、 結果與討論 
 

植物種苗的大量繁殖，通常可利用生長點、莖頂、幼穗、葉片

或芽體作為培殖體，加入不同的細胞分裂素於培養基，誘導培殖體細

胞分裂，形成芽體或癒合組織，並分化成具根莖葉的完整植株。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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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以盤固草 “Survenola＂的幼穗為培殖體，接種於含有細胞分裂素

BA的MS培養基，可誘導癒合組織的形成(圖1A)，將癒合組織移至含有

不同濃度細胞分裂素BA的MS培養基，可誘導癒合組織分化成完整植

株，隨BA濃度增加，芽數增加但株高明顯減少(圖1B)，將試管苗移至

田間生長可獲得外表均一的植株(圖1C)，依此生產流程可提供種苗業

者生產種苗。 

另方面，亦可利用母體之小側芽或葉原體分切繁殖，遺傳上產

生變異的機會極小，因此常用於植物種苗商品化之生產。本試驗培地

茅的種苗繁殖，主要利用芽體繁殖技術，將幼芽切離後，接種於MS

培養基，原來的芽體可再生成完整植株 (圖1A)，若添加細胞分裂素

於MS培養基，BA或 TDZ皆可誘導叢生芽產生，並具完整根系(圖

2B,2C)，經一般健化處理之後(2D)，移至田間生長可獲得芽數較多的

植株(圖2E)，與一般田間繁殖的扦插苗(圖3A)，外觀上並無明顯差異。 

將田間繁殖的種苗，依一般慣行法種植於坡地上(圖3B)，一個

月後可行成草帶(圖3C)。本次試驗期間，約種植後二週，遇泰利颱風

來襲，一般掛網噴植的百慕達草，因雨水沖刷，原保水劑及固著劑快

速澎漲，以致整面牆崩塌，必需進行人工補網，但培地茅種植區反而

安然無恙(圖3D)，可能因培地茅的莖節短大多貼近地面，而地上部大

多為細葉片，由於株型的特異性可避強風，種植三個月後，百慕達植

草區尚未覆蓋完整(圖3E)，但培地茅種植區已形成梯田式的草帶，可

減少土壤的沖刷(圖3F)。 

另方面，就施作成本而言，培地茅的種苗費用1株14元(國立台

灣大學試驗農場)，種植工資0.5元/株，單位面積(10株/M
2
)施作費用

145元，掛網噴植百慕達草，種子費用較低(2元/ M
2
)，但需鐵網與重

型機具操作，平均施作單價為400元/M
2
，培地茅總施作成本約為掛網

噴植百慕達草的1/3，且護坡功效較淺根系百慕達草佳，是值得推廣

應用之水土保持施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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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4mg/l BA 2 mg/l BA 1mg/lBA 0mg/l 

C 

B A 

圖 1.盤固草(Survenola)種苗繁殖 
A. 癒合組織的誘導 
B. 細胞分裂素 BA對植株再生之影響 
C. 盤固草(Survenola)田間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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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圖 2.培地茅無菌試管苗繁殖 

A. 培地茅單一芽體再生成植株(MS 培養基) 
B. 細胞分裂素 BA 促進芽體增殖(0.5 mg/l BA + MS 培養基) 

C. 細胞分裂素 TDZ 促進芽體增殖(0.05 mg/l TDZ + MS 培養基) 

D. 培地茅無菌試管苗健化處理 

E. 培地茅無菌試管苗移至田間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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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慕達草

噴植區 

 

E F 

D C 

B A 

圖 3.培地茅於山坡地實際施作護坡情形 

A. 培地茅扦插繁殖苗 
B. 田間人工種植 
C. 培地茅種植一個月後，植被覆蓋情形 
D. 泰利颱風來襲，百慕達草噴植區崩塌，培地茅種植區不受影響 

E. 百慕達草噴植區種植三個月後，植被覆蓋情形 
F. 培地茅種植區中植三個月後，植被覆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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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論與建議 
過去無法大面積推廣培地茅於山坡地種植，主要受限於傳統種

苗繁殖費時，約三個月，且無法控制種苗的生產量與一致性，利用組

織培養技術，建立培地茅種苗繁殖方法，可短時間內(一個月)提供大

量種苗，且不受天候之影響，可維持種苗的均一度與生長活力。因此

本計畫之生產技術開發，可解決培地茅種苗生產不足之困境，進而可

大量應用於自然生態工法之施做，減少土壤的沖刷，達到水土保持防

護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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