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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椰子幼苗與菌根菌共生的生長狀況－菌根菌與植物的共生現象 

一、摘要 

本實驗是探討菌根菌與黃椰子的共生關係並以叢枝菌根菌和校園內部植物大王椰子(A)、

柳丁(B)、芭蕉(C)、柚子(D)所培養的菌分別進行接種土壤的菌為實驗主軸。觀察黃椰子在

有叢生菌和校園內部植物是否可以生長順利。在實驗之前先將土壤用高壓滅菌釜將土壤

中其他菌種與微生物去除，並以實驗來觀察上述的菌對黃椰子效益。 

 

由實驗結果的圖表可得知，培養土的組別生長狀況都不是太好，而原土的生長狀態較培

養土組別好，且有加菌根菌的組別生長狀態會更好，但濃度過高或過低皆會造成反效

果，可得證菌根菌可幫助植物生長狀態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本實驗是探討菌根菌與黃椰子幼苗的共生關係並以叢枝菌根菌和大王椰子所培養的菌分

別進行接種。並觀察椰子幼苗在有叢枝菌根菌以外的菌根菌是否可以順利生長。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探討是否可以比叢枝菌根菌有更顯著的效益。 

二、對比接種叢枝菌根菌的植株，與未接種的植株的生長期況差異。 

三、假設:接種了從隻菌根菌的黃椰子幼苗植株的生長狀況會比未接種的更好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實驗構想 

首先，我們發現校園大王椰子、柳丁、芭蕉、柚子所培養的菌，皆有長出菌絲。故我們

進一步探究菌根菌是否也同樣對黃椰子(單子葉)幼苗的生長有正面的效果。因此我們分別

從不同濃度菌根菌和不同土壤分別對黃椰子幼苗試驗，來驗證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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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已將校園菌根菌進行序列稀釋，並放至顯微鏡下觀察，紅圈為菌根 

 

 

 

 

 

 

 

 

 

 

 

圖二.以下是由柳丁、芭蕉、椰子、柚子樹的土壤所培養出來的菌紅圈為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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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二】不同菌根菌濃度下的植株重量、根長、全長變化 

實驗方法:先將12珠黃椰子分成六組，一組兩株，分別量完全長、根長、重量，接著

移植到定量培養土適應一週 

表一為記錄Day0、Day5、Day7植株重量、植株全長與根部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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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不同濃度菌根菌重量變化 

 

 

 

 

 

 

 

 

圖四 不同濃度菌根菌株全長 

 

 

 

 

 

 

 

圖五 不同濃度菌根菌株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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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三】不同土壤下的植株重量、根長、全長變化 

實驗方法:分別取3組，分別為100%培養土、100%原土、50%原土+50%培養土，並

進行測量 

表二為實驗結果數據、分別為Day0、Day2植株重量、植株全長與根部重量 

 

表一為初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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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為重量變化長條圖 

 

 

 

 

 

 

 

 

圖七為長度變化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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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為長度變化長條圖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校園四種植物加入菌根菌，均有長出菌根(圖一、二)，其中椰子類為單子葉植物，我們挑

選黃椰子進一步探究，發現菌根菌在一定濃度可使菌根變重變長 (圖三~五)，不同土壤比

例也會影響植株生長(圖六~八)並期待之後可以發展於其他植物上，並解決食物短缺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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