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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林口地區假吐金菊生長情形之分析與探討 

一、摘要： 

本研究從先了解、勘查再進行實驗的方式，調查林口地區之假吐金菊於各種不同的環境條件

和季節時與其他植物之間的互動狀況。主要目的為找出假吐金菊與其他大部分種類的植物旺

盛期不盡相同的原因，設計一連串實驗以及針對有出現過假吐金菊之區域進行調查和分析，

包括日照狀況、生長空間和周圍競爭者等等重要條件和變因。目前經由實驗以及實地勘查發

現其的確在一些極端環境下較其他植物的分佈更廣。根據年初之調查及實驗發現其在冬季的

分布廣度持續上升，推測部分原因可能為冬季日照時間短，較適合假吐金菊生長。未來將持

續精進，期望利用實驗進行單一變因的討論及用實地勘查持續追蹤假吐金菊在不同季節、環

境的分布變化。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有一次在老師的介紹下認識了假吐金菊，並經由觀察後發現其生長的旺盛期貌似與其他的植

物不盡相同，對此現象頗有興趣。但由於關於假吐金菊的資料並不多，而且沒有什麼人做過

跟假吐金菊相關的科展研究，加上對生物方面也感興趣，因此便決定親手調查林口地區的假

吐金菊在環境中的習性以及競爭上的優劣勢，並進行相關實驗，期盼能夠找出假吐金菊和其

他植物間的互動關係。此外，資料顯示假吐金菊屬於外來物種，也持續的探討它是否會對臺

灣生態環境造成影響。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調查假吐金菊的生存環境。 

二、觀察假吐金菊與周圍各類植物的互動狀態及影響。 

三、觀察不同土壤對假吐金菊生存的影響。 

四、探討光照時間對假吐金菊生存的影響*推測時間較短生長狀況較好。 

五、找出假吐金菊在與其他物種競爭及生存上的優與劣勢。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移植生存於林口區各處的假吐金菊並進行比較，以及分析出現過假吐金菊區域之周圍互動的

植物類型及比例，針對該區域的日照時間長度、環境等變因進行統計。以勘查為主、實驗為

輔的方式調查位於不同區域的假吐金菊，並比較不同假吐金菊生長位置的自然條件。 

（勘查）先是查詢假吐金菊的相關資料，以及與翅果假吐金菊的差異後，以拍照畫圖的方式

進行實際勘查。統整各個地區的假吐金菊生長狀況、生長環境、大小、時間以及其

他特殊情況發生等等。 

另外在 2021 年初新調查了林口的路段，文化一路一段、文化一路二段、文化二路一

段、文化二路二段、文化三路一段、文化三路二段，在這六個路段選定五十個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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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樣區數」為單位，紀錄有出現假吐金菊的個數。 

以上述方法進行調查將得出公園及校園內的分布、周圍植物數據，以及文化一路至

三路假吐金菊出現的頻率三種結果。 

 

 

 

 

 

 

 

 

 

 

 

 

 

 

 

（實驗）每個實驗都以一周為觀察期，分成土種類不同、水分多寡、光照時間、其他物種四

個部分。 

（一）變因與環境控制 

1、光照時間：設定在一天八小時。 

2、澆水量：兩天一次、每次用 50ml 的水平均澆，使用噴霧瓶噴 20 下讓表面濕

潤。 

3、土的種類：校內後門停車場的小花園 

4、其他物種：單獨生長。 

5、種植容器：大盆子，每盆約 11－15 株。 

6、植株距離：約 5－8 公分。 

（二）實驗操縱變因 

1、土種類的不同 

   培養土、校內小草坪、後門停車場。 

2、水分多寡 

   以林口一周的平均降雨量為基準，平均七天的雨量來澆水。 

   第一個是平均降水量的一半；第二個是平均降水量的一倍； 

   第三個是平均降水量的正常量；第四個則是完全不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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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照時間 

  一組全天都被光照著，另一組則是幾乎沒有光照射。 

4、假吐金菊身邊的其他物種（利用觀察結果選定） 

  分為兩組，一是只有假吐金菊； 二是假吐金菊旁還有三葉草、大葉草(大葉油

草)、馬蹄金。 

 

（三）實驗流程 

1、土種類的不同：暫無。 

2、水量多寡：暫無。 

3、光照時間： 

01/27 開始；01/29、01/31、02/02 澆水；02/03 驗收。 

全天照光：11 株、有點傾斜的放，朝底部的三株有稍微比較照不到光。 

全天不照光：15 株、每次澆水約有一分鐘的時間照到光。 

4、其他物種：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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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勘查 

1. 經由前期勘查結果得知，假吐金菊於校內後門停車場的生存規模最為龐大。停

車場擁有生存空間小、陽光照射時間較短、被輾壓的可能性較高等等特殊條件。

周遭與其競爭的植物以馬蹄金、三葉草為主，而推測假吐金菊於他種植物無法

生存的環境中得以大規模生存，以此證明假吐金菊的競爭能力相較於他種植物

來說相對上較弱，但由於適應能力佳，導致在其他植物衰弱時能大量存活下來。 

 

 

 

 

 

 

 

 

 

 

 

 

 

 

2. 一月左右時在公園空曠無遮蔽物的草坪上也有不少假吐金菊。推測在冬季生長

較良好之原因為光照時間較短，其餘能夠更加確定的因素還需進行其他實驗。 

 

（二）實驗 

以目前已進行的實驗（光照時間）結果判斷，假吐金菊在沒有光的地方生長狀況

較佳，反而全天被光照射會更弱。而且在勘察實觀察到的情況大致上也是如此，

等於是「照約半天的光生長（冬季照光時間）狀況＞完全不照光＞全天照光」。

假吐金菊也不適合在太鬆且乾淨的土裡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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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應用 

（一）在查詢相關資料後得知假吐金菊為一藥草，可用於製毒也可用於治毒，對這方面

也有極大的興趣，若是有時間也想多多了解，也可能因此有新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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