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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學生做研究，能夠引導學生從小通過理論的認知-實踐-到對事物本質和發展規律

的了解，培養學生的探究精神，樹立尊重科學，理解科學，按科學的創造精神去學習、

生活和工作！ 

    我們生活的澳門，現在正面臨環境日益的惡化，人們於是有着共同的願望：大力培

育植物，以改善學習環境、生活環境和工作環境，這是刻不容緩的事！ 

    作為學生，我們在學校到底應種何類盆栽植物較適合我們的課室呢？我們以為種植

多肉類植物為好。第一，多肉類植物，是一些小型的植物，放在課室較為合適。第二，

課室內溫度一般為攝氏 20 度左右，較適合多肉類植物的溫度要求。第三，多肉類植物

管理較容易，只需一個星期淋一次水即可。第四，它是多年生的植物，不用每年種植。 

    哪麼，我們應如何種植它呢？這次我們選擇多肉類植物中的仙人掌來研究。我們通

過查資料，知道仙人掌是用葉片來種植的；但哪一種泥土最能適合它的生長呢？這次，

我們除了通過查資料來找答案外，更多的是想用實驗法來證明：現在市場上能買到的泥

土中哪一種最適合仙人掌的生長，以達到大量培植，節省成本和時間的目的！ 

    我們選擇了沙土、花泥、塘泥、木炭，把這幾種材料或單獨種植仙人掌，或將其混

合後才種植仙人掌。 

     種植前，我們對這幾種材料作初步分析： 

1. 沙土－疏鬆，乾燥，不藏水，含營養成分少，野生仙人掌多生長在其上面。 

2. 花泥－鬆軟，含一定的植物所需的營養成分，常用來種植一般綠色的盆栽植物。 

3. 塘泥－乾後質地較硬，有種植盆栽植物的營養成分。  

4. 木炭－全身是炭，是植物不可缺少的物質。 

     把泥土材質混合的設想： 

1. 沙土是仙人掌原生長依賴的泥土，把它用來單獨種植仙人掌。 

2. 花泥、塘泥、沙三種基質混合種植仙人掌。 

3. 花泥、塘泥、沙和木炭四種基質混合種植仙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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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組合的材質種植的仙人掌，哪一個組合生長最快呢？又有甚麼結果呢？請看

看我們以下的實驗過程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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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一. 研究動機 

仙人掌外型奇特，看似容易栽種，但我們想觀察用不同泥土種植神仙人掌對它們的

速度有甚麼變化，了解其種植技巧及生長條件。 

 

二、研究目的 

1.了解哪一種泥土較適合仙人掌的生長 

2.知道仙人掌在不同泥土下的生長變化 

3.知道仙人掌的生長特性和條件 

 

三、待答問題 

1.仙人掌適合用哪些泥土種植？ 

2.不同的泥土對仙人掌的生長有何影響？ 

3.怎樣的環境適合種植仙人掌？ 

 

四、文獻探討 

1. 仙人掌的生長環境 

  在一般人的觀念裡，仙人掌是屬於生長在熱帶沙漠的一群沒有葉子、多刺及耐旱的

特殊植物，其實在仙人掌類植物中，它的生長環境及形態變化很大，就其生態環境而言，

可分為三大類：1.生長在熱帶雨林中的附生型仙人掌。2.生長在熱帶沙漠地區的陸生型

仙人掌。3.生長在高山乾旱地區的陸生型仙人掌。 

 

2. 仙人掌的栽培重點 

▲日照    

基本上，絕大多數的仙人掌可以在直接的烈日下生長，雖然在烈日下，仙人掌的生

長較為緩慢，但卻會使它十分健康，而且充足的陽光與開花的數量有直接的關係，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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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絢麗，仙人掌的花朵越能自由地綻放。不過並不是光有絢麗的陽光，仙人掌就會生長

茂盛，還必須配合良好的通風環境，才能使仙人掌不被烈日所傷。除了一些不耐強光的

品種外，仙人掌的嫁接、種子發芽及幼苗生長等過程亦不能暴露在烈日下，否則會降低

植株生長成功的比例。到了冬天，仙人掌會進入冬眠而停止生長，因此除了幼苗外，不

需要提高生長環境的溫度及補充水分，只要增加光照、補充冬日陽光便可以。 

 

▲溫度      

大部分仙人掌對於溫度的適應能力都很強。只要在一個特定的生長溫度下，縱然是

生長適溫不同的仙人掌品種，亦能栽種在一起。在夏天陽光普照及酷熱的氣溫下，必須

配合良好的通風環境，乃能使植株生長良好。夏日裡，仙人掌的最佳生長溫度是攝氏 25

至 35 度；在陰天則為攝氏 15 至 25 度；到了晚上，溫度可降至攝氏 10 至 17 度，也不

致有什麼問題。而冬天的日間溫度則必須維持在攝氏 8至 15 度之間；冬夜裡，則需維

持在攝氏 5度以上，方可安然度過寒冷的冬天。 

 

▲水分     

一般人都認為仙人掌的耐早性是所有植物之最，但這並不代表仙人掌在長期乾旱是

情況下就能生長良好。當仙人掌進入生長旺盛期時，必須給予充足的水分，乃能順利生

長。那麼，什麼時候是仙人掌旺盛的生長期？一般而言，從早期開始，仙人掌自休眠期

後甦醒，生機亦開始蓬勃，此時仙人掌的生長速度較為明顯，亦是生長期的開始，這時

候就應該開始澆水，以配合其生長所需。在生長期間，應在早上或傍晚澆水，每隔一或

兩週進行一次，並且要確定盆土徹底濕透。切勿在烈日當空下澆水，否則會影響仙人掌

正常的發育。 

 

▲施肥     

  許多人都有一個錯誤的觀念，認為仙人掌只適合生長在土壤貧瘠的環境下，其實這

是不對的，在仙人掌的原生環境中，由於氣候變化很大，在自然界的侵蝕下，土壤不斷

地釋出其中的無機鹽(即植物所需的養分)，因此仙人掌可說是生長在富含養分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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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由此可知，如果想仙人掌盆栽生長良好，施肥是一項不可缺少的工作。一般仙人掌

的肥料多以富含鉀和磷肥及少量氮肥為宜，而鈣因能使仙人掌的刺長得健康有力，也是

仙人掌肥料中不可或缺的成分之一。 

 

▲盆土   

仙人掌是比較喜歡排水良好、疏鬆的土壤，因此砂質土壤是最佳的用土，而且以略

含鹼性更佳。 

 

▲繁殖   

扦插法繁殖是常用於仙人掌的繁殖方法，許多仙人掌可長出子株，像是球型仙人掌

在莖上會長小子球，而團扇仙人掌或節段仙人掌類的新莖節等都可用作扦插繁殖。 

 

五、研究方法和步驟 

本次研究是以種植為主，透過用觀察、拍攝、記錄的方法，比較以不同泥土種植仙

人掌的生長情況寫成報告。 

 

六、研究進程 

1.2010 年 10 月下旬---擬定方案 

2.2010 年 11 月至 2011 年 2 月上旬---動手種植、觀察、記錄植物的生長情況 

3.2011 年 2 月下旬---資料整理 

4.2011 年 3月---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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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過程 

一、研究設計 

      我們本次研究的題目是「用不同泥土種植仙人掌的影響」，因此我們選擇了沙土、花

泥、塘泥、木炭，把這幾種材料或單獨種植仙人掌，或將其混合後才種植仙人掌，觀察不

同配搭的泥土對種植仙人掌有甚麼不同的影響。 

種植前，我們對這幾種材料作初步分析： 

沙土－疏鬆，乾燥，不藏水，含營養成分少，野生仙人掌多生長在其上面。 

花泥－鬆軟，含一定的植物所需的營養成分，常用來種植一般綠色的盆栽植物。 

塘泥－乾後質地較硬，有種植盆栽植物的營養成分。  

木炭－全身是炭，是植物不可缺少的物質。 

 

我們分為四個小組，每組自行商量泥土的配搭。 

第一組：花泥+沙+木炭+塘泥，比例是各四分之一進行混合 

第二組：花泥+塘泥+木炭，比例各三分之一 

第三組：花泥+塘泥+沙，比例各三分之一 

第四組：沙 

選擇了種植泥土後，我們便選擇繁殖的仙人掌葉片，採用扦插繁殖，把葉片放在花盆

裏。 

 

 
 
 
 
 
 
 
 

                     

 

用環保材料作為花盆 沙、花泥、木炭和塘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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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繁植的仙人掌葉片                  把仙人掌葉片放在花盆裏 
           

二、種植過程 

整個種植過程由 2010 年 10 月中旬至 2010 年 2 月中旬，每星期研究觀察植物的生

長情況，每兩週記錄仙人掌的生長情況。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9 日 

組

別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生

長

情

況 

 
 

 

 

 

 

長出了新芽。 

 

 

 

 

 

 

沒有變化。 

 

 

 

 

 

 

長出了新芽。 

 

 

 

 

 

 

沒有變化。 

 

 

把泥土混合、翻泥 努力把泥土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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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 日至 11 月 30 日 

組

別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生

長

情

況 

 
葉片變大了，而且 

新芽也長高了。 

沒有變化。 新芽與前兩週的

高度是一樣的。 

沒有新芽長出。

 

12 月 7 至 12 月 14 日 

組

別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生

長

情

況 

 
長出的芽斷了，葉

片變成墨綠色。 

沒有新芽長出，葉

片也沒有變化。 

新芽的高度變化

不大，葉片長高

了。 

葉片長高了，而且

發出生芽。 

 

1 月 4 日至 1月 18 日 

組

別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生

長

情

況 

 
新的幼芽長出，葉

片也長高了，葉片 

身上有枯黃的斑

點。 

沒有新芽長出，葉

片也沒有變化。 

幼芽長高了很

多，葉片的形態有

些改 

變。 

 
幼芽繼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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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至 2月 17 日 

組

別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生

長

情

況 
 

葉片和新芽都持

續長高。 

 

仍然沒有變化。 新芽長高了很

多，葉片也長高

了。 

葉片和新芽沒有

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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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總結及建議 

一、研究總結 

很多的人都以為仙人掌這一種植物，並不需要特別的去照顧它，只要澆水就可以 

了。可是這一些人都錯了！其實仙人掌這一種植物，就跟其他的植物一樣，也是需要花

一點時間去照顧的。我們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發現，在相同的條件下，用不同的泥土對仙

人掌的生長發展有不同的影響。 

組

別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泥 

土 

花泥、沙、木炭、

塘泥 

花泥、塘泥、木炭 花泥、塘泥、沙 沙 

生

長

速

度 

生長速度最快 

☺☺☺☺☺ 
生長速度沒有變化

☺ 

生長速度較慢 

☺☺☺ 

生長速度最慢 

☺☺ 

圖

片 

 

     第一組的仙人掌以花泥、沙、木炭和塘泥平均地混泥種植，是四組植物中最早發

芽和生長較快的一組，但後來因為外在的因素，仙人掌的新芽折斷了，我們在研究它為

何會折斷? 原來是因為學校的工程令這一組的仙人掌受破壞。但我們都沒有放棄它，更

小心翼翼地把折斷了的新芽放在新的盆子裏種植，悉心照顧被折斷了的葉片，經過兩週

後，新舊植物都有新的發展，移植後的新芽長高了，而舊有的葉片也重新長出新芽來。 

     第二組的仙人掌以花泥、塘泥和木炭作為種植材料，但在整個研究過程中，葉片

都沒有長高和發出新芽，經檢討後，我們得出兩個結論：一、這盆仙人掌沒有加入沙作

為泥土﹔二、與葉片的遺傳基因和外型有關，我們發現第二盆的葉片較其他三盆細小。

這些原因都可能導致植物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沒有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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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的仙人掌以花泥、塘泥和沙作為種植材料，在第二週已組長出新芽，但往

後的三個星期生長變化都沒有明顯改變，直到第四個星期葉片和新芽長高了，尤其以新

芽的生長速度最快，而且發現葉片的另一端也開始發芽。 

第四組的仙人掌只用沙作為種植材料，仙人掌一直都沒有變化，直到第四個星期，

葉片長高了，繼而長出幼芽，往後的日子也有持續的生長變化，不過生長速度較慢。 

總結我們的研究，發現用四種泥土(花泥、沙、木炭和塘泥)來種植仙人掌是最快

長出幼芽的，而且幼芽的生長速度也很快。而本身的葉片的生長速度也很快而且較為茁

壯。只用沙來種植仙人掌的生長速度較慢，但也能健康成長。這印證了仙人掌除了適合

在沙漠生長外，在普通的泥土下也能種植，可見它是一種容易打理，生命力強的環保植

物。 

二、建議 

 仙人掌在一年四季的變化不大，相對其它植物容易栽種，但我們也需注意以下幾

點： 

1. 環境：保持光線充足、空氣流通，泥土乾旱。避免放在陰暗角落及潮濕環境中。  

2. 泥土：仙人掌及多肉植物適宜栽種於疏水通氣的砂土中。已混合疏水成份的仙    

人掌土可幫助仙人掌及多肉植物的根部呼吸，減少水份積聚，有利耐旱 

性較強的植物使用，而且方便衞生。  

3. 光線： 仙人掌及多肉植物適宜栽種於日照較充足的地方，但避免太陽直接照  

射。大部份仙人掌及多肉植物向光性強，容易彎曲，所以栽培時要經常 

轉動向光方向。  

4. 澆水： 仙人掌及多肉植物原產於酷熱乾旱的環境，而且葉、莖都能儲存水份， 

所以它對水份的需求不多。此類植物雖極耐旱，但絕對不應過長時間缺 

水。一般 7-10 天澆水一次，須於植料完全乾涸後才少量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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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後感想 

第一組組員： 

我們做得很好的地方是：我們很用心種植仙人掌，雖然我們的仙人掌由成長最迅速

的一組到後來折斷了，令我們感到很不開心,但後來我們憑着不放棄的態度，繼續悉心

照顧「受傷了」的仙人掌，幸好它後來也長出了新芽，令我們開心不已。整個過程我們

學了很多種植仙人掌的知識。 

 

第二組組員： 

    我們這組的仙人掌在整個研究過程中都沒有長出新芽，我們感到很不開心，為甚麼

我們的仙人掌會沒有變化，幸好經過指導老師的解釋和鼓勵下，我們明白到種植仙人掌

的環境和遺傳因素都會影響它的成長，後來老師再讓我們重新混泥土種植仙人掌，很開

心經我們組員合力種植的仙人掌能長出新芽。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學會了分工合作，團結

就是力量的道理。 

 

第三組組員： 

   我們覺得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學到了很多種植知識和技巧，例如混泥、陽光和空氣都

是生長的重要因素。看見自己的仙人掌能茁壯成長，我們感到很有滿足感，這是我們用

心照顧下的成果。 

 

第四組組員： 

    我們這組只用了沙來種植仙人掌，藉此來模仿沙漠環境，觀察仙人掌是否能迅速成

長，怎料它最初生長得比其他組慢，幸好後來也能健康成長，因此我們發現不同的泥土

對仙人掌的生長有一定的影響，仙人掌看似容易栽種，相對其他植物不需要經常澆水，

但我們也需要有責任和愛心來照顧它，它才能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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