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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桑椹產期集中及栽培品系選擇性少等問題，本研究利用本場所保

存之桑椹品系，以自然雜交授粉方式，選出具有優良特性的實生苗品系，並

進行觀察選育工作，分別於2007年及2011年完成品種權申請，命名為桑椹‘苗

栗 1 號’（商品名為紫蜜，品種權字第 A00532 號）及‘苗栗 2 號（品種權字

第 A01239 號）。此兩種品種具備果實大、高甜度及低酸度等果實品質特性，

可與一般栽培品種（系）區別，並富含酚類化合物。其中‘苗栗 2 號’為早

熟品種，果實可提早供給消費市場，分散桑椹產期並延長供應時間。利用無

性繁殖法產生之子代之間，可穩定保有與母株相同之生育特性，且個體間的

表現也一致，因而符合新植物品種權之申請要件。

桑（mulberry） 為 桑 科

（Moraceae）桑屬（Morus sp.）落

葉性喬木，生長勢強健且栽培管理

容易，因而廣泛分布種植，主要產

區為溫帶及亞熱帶 (Srivastava et 
al., 2006)。桑樹幼年期生長快速，

隨著成長而降低生長速度，一般高

度不超過 10 至 15 公尺 (Pawlowska 

et al., 2008)。桑樹多為雌雄異

株，少數為雌雄同株，果實為複果

（multiple fruit），果實成熟時

因品種不同，轉變為黑色、紅色及

白 色 等 果 皮 色 澤（Gerasopoulos 

and Stavroulakis, 1997；Oki et 
al., 2006）。

    桑含有多種機能性成分，其中

總酚含量相當高，主要是由花青素

（anthocyanins），蘆丁（rutin）

和 綠 原 酸（chlorogenic acid）

組 成（Isabelle et al., 2008），

亦 含 有 類 黃 酮（flavonoids）

（Zhishen et al., 1999；Bae et 
al., 2007）、1- 脫 氧 氮 雜 -D-

葡 萄 糖（1-deoxynojirimycin, 

桑椹新品種 -‘苗栗 1號’及‘苗栗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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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NJ）（Wang and Hu, 2011；

Vichasilp et al., 2012）、 白 黎

蘆 醇（resveratrol）、 槲 皮 酮

（quercetin） 及 γ- 胺 基 丁 酸

（γ-amino butyric acid, GABA）

（Song et al., 2009；Han et al., 
2012）等成分，具有抗高血糖、抗

氧化、去致突變、抗癌及其他保健

等 功 效（Oki et al., 2006；Wang 

and Hu, 2011）。果實的利用方式

兼具鮮食及製成加工產品，應用方

式相當廣泛（圖 1）。

    臺灣地區皆適合桑樹栽培，以

雲林、嘉義及台南栽培為主要栽培

地區，其他地區則有零星栽培。經

營方式以共產產銷、農會收購及觀

光果園為主。目前現有品種（系）

於每年 1 月下旬進入開花結果期，

果實產期集中於 4 月，可供應市場

時間過於短暫，因此亟需可延長供

果時間，並具有優良品質特性的桑

椹新品種。本研究利用自然雜交授

粉方式，將種子播種後產生之實生

苗品系，進行田間品種特性之選育

工作。

本場品系試驗觀察田區中，8

至 10 年生以上之桑‘苗栗 1 號’

及‘苗栗 2 號’，種植行株距為

3 × 2 m，依慣行方式進行栽培管

理工作，‘苗栗 1 號’（72C002）

試驗觀察期由 2004 年至 2006 年，

以 46C019 品系為對照品種。‘苗

栗 2 號’試驗觀察期則由 2010 年至

2011 年，以‘苗栗 1 號’及 46C019

品系為對照品種。觀察植株及果實

之性狀表現，樣品則取成熟之葉片

及轉色完全之果實為主。

二、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材料及方法

圖1. 桑椹營養且利用方式多元化，可

製成多種加工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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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節間長度、葉長、葉寬、果實長

度、寬度、果柄長度測量

以游標卡尺測量，以公分（cm）

或公厘（mm）為表示單位。

2.單株產量

將單株果樹上成熟之果實採收後

秤重，以公斤（kg）為表示單

位。

3.果實重量

以天秤測量單粒果重，以公克

（g）為表示單位。

4. 可溶性固形物（total soluble 

solid, TSS）

將果實榨汁後，以糖度計測定果

汁所含總可溶性固形物，以oBrix

表示單位。

5. 可滴定酸（titratable acidit, 

TA）

將2 ml樣品汁液加水稀釋成10 ml

溶液，使用自動滴定儀（TIM860 

Titration manager，Radiometer 

analytical）測定可滴定酸含

量，以0.1 N NaOH滴定至pH8.1，

計算滴定的 NaOH量以推算果汁

所含檸檬酸當量，乘上稀釋倍數

即可得到可滴定酸，並以百分率

（citric acid，％）表示單位。

6. 糖酸比（total soluble solid/ 

titratable acidity, TSS/TA）

以可溶性固形物除以酸度，即可

得到糖酸比之值。

7.總酚（total phenol）

磷鉬酸酚試劑（Folin-Ciocalteu 

phenol reagent，FC）測定萃

取液的總酚含量。取0.4 mL 萃

取液，加入2 mL稀釋10倍的磷

鉬酸酚試劑及1.6 mL碳酸鈉溶

液，混合均勻於30℃反應1.5

小時，取上清液至塑膠比色

管。使用分光光度計（U-2800A 

Spectrophotometer，Hitachi）

檢測OD 765 nm 的吸光值。總酚

含量計算方式，是以不同濃度

gallic acid 製作標準曲線，再

利用內插法求出萃取液的總酚含

量。以mg/L做為表示單位。

（二）分析項目

72C002 和對照品種 46C019 具

有11種性狀具有可區別性（表1），

命名為桑椹‘苗栗 1 號’，商品名

為紫蜜（Chang, 2008），於 2007

年 2 月取得植物品種權（品種權字

第 A00532 號， 圖 2A）。‘ 苗 栗 1

號’ 為雌株，樹姿在營養生長期為

開展，芽型為長三角型，葉形為全

緣橢圓形，葉緣鈍鋸齒，葉尖呈尾

狀，葉基呈淺彎形，新葉呈淡綠色，

成熟葉轉為綠色，幼葉葉柄呈綠色，

顯著與 46C019 之性狀表現不同（圖

三、結果

（一）桑椹‘苗栗 1號’之性狀表現



16

3）。

歷年之性狀表現經由統計平均

顯示（表 3），植株特性節間長 6.0 

cm、葉長 16.9 cm 及葉寬 12.4 cm。

‘苗栗1號’果實成熟實為紫黑色（圖

4A），果型為長圓型，果實長度 3.1 

cm、果實寬度 1.6 cm、果柄長度 1.3 

cm、果重 5.5 g、總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6.9 °Brix及可滴定酸濃度1.0 %，

單株產量 26.3 Kg。‘苗栗 1 號’與

對照品系相互比較之下，除了產量及

可滴定酸度無差異性外，‘苗栗1號’

其餘的性狀表現均優異於對照品系，

果實利用方式可兼具鮮食及加工開發

多樣化產品。

圖 2. 桑椹‘苗栗 1 號’(A)‘苗栗 2 號’(B) 植物品種權證書

(A) (B)

表1. ‘苗栗1號紫蜜’與地方品系46C019品種（系）之品種（系）差異性 

 

部位 
品種間具有差異

之性狀 

申請品種 

‘苗栗 1號紫蜜’ 

對照品系 

46C019 

差異性註記 

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 

葉片 

葉色（新葉） 綠 紅綠 ◎ 

葉柄色澤 綠 紅綠 ◎ 

葉身大小(長度) 中 短 ◎ 

葉身大小(寬度) 中 短 ◎ 

莖部 
嫩莖顏色 綠 紅綠 ◎ 

節間長度 中 短 ◎ 

果實 

果柄長度 中 短 ◎ 

果長 中 短 ◎ 

果寬 長 中 ◎ 

單粒果重 高 中 ◎ 

可溶性固形物 高 中 ◎ 

◎表示申請品種與對照品種性狀具有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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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桑椹‘苗栗 1號’ ( A ) ‘苗栗 2

號’(B)及46C019(C)之葉片與枝條

圖4.�桑椹‘苗栗1號’(A)‘苗栗2號’(B)

及46C019(C)之果實形態

(A)

(B)

(C)

(A)

(B)

(C)

表1. ‘苗栗1號紫蜜’與地方品系46C019品種（系）之品種（系）差異性 

 

部位 
品種間具有差異

之性狀 

申請品種 

‘苗栗 1號紫蜜’ 

對照品系 

46C019 

差異性註記 

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 

葉片 

葉色（新葉） 綠 紅綠 ◎ 

葉柄色澤 綠 紅綠 ◎ 

葉身大小(長度) 中 短 ◎ 

葉身大小(寬度) 中 短 ◎ 

莖部 
嫩莖顏色 綠 紅綠 ◎ 

節間長度 中 短 ◎ 

果實 

果柄長度 中 短 ◎ 

果長 中 短 ◎ 

果寬 長 中 ◎ 

單粒果重 高 中 ◎ 

可溶性固形物 高 中 ◎ 

◎表示申請品種與對照品種性狀具有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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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 2 號’於民國 101 年 3

月取得植物品種權（品種權字第

A01239 號，圖 2B），與對照品種

（系）相較之下，共有 12 種性狀具

有可區別性，其中和對照品種‘苗

栗 1 號’具有 7 種性狀，46C019 具

有 12種性狀（表2）。‘苗栗2號’

為雌性株，樹姿於營養生長期為開

展，葉片輪生且大，葉形為全緣橢

圓形，葉緣鈍鋸齒，葉尖呈尾狀，

葉基呈淺彎形，新葉呈淡綠色，成

熟葉轉為綠色，幼葉葉柄呈淡綠色。

莖部新梢為淡綠色，成熟轉為褐色

至灰褐色，節間長度長（圖 3B）。

‘苗栗 2 號’因枝條尾端休眠

性較淺，全株於1月底至 2月初時，

有 1/3 的果實成熟（表 4），此時

成熟的果實可避免菌核病侵害，剩

餘 2/3 的果實於 3 月時成熟，相較

於其他品種於 4 月採收提早許多，

因此具有調節產期之效。果皮呈現

紫黑色（圖 4B），果形呈椭圓形

（果肩較寬），果柄長度及果長均

為中等，果重 6.5 g，可溶性固形

物 10.5 ° Brix 及可滴定酸 0.8%，

品嚐時口感酸甜適中，總酚含量達

1270 mg/L，單株產量27 Kg以上（表

5）。

桑椹可利用高壓苗或扦插苗進

行造園，春秋兩季皆適合種植，尤

其以氣溫回暖的春季更為適合，可

增加苗株之成活率。桑椹成熟時，

因果實重量增加而將枝條壓低，枝

條相互重疊的情況下，增加人工採

收困難度，因此必需預留通道以利

作業之進行，行株距以 4 公尺 × 4

公尺或 4 公尺 × 5 公尺為佳，栽培

土壤以表層土深厚肥沃，排水良好

之砂質壤土或壤土為宜。

幼樹時期進行整枝修剪作業，

養成便於管理之樹型，樹型成年固

定後可採用疏枝、摘心、短截回縮

等修剪方法，使得枝條配置達到平

衡。每年果實採收後進行重度修剪，

其方法為保留亞主枝基部約 25 公分

長度，其餘部分剪除，以 6 月至 8

月期間進行較適當，讓樹體有充分

的時間可回復生長，並蓄積隔年開

花結果所需的養分。若 9 月以後才

進行修剪，後續抽生的枝條及葉片

可生長時間短，將減少養分的蓄積，

導致隔年結果量降低。重剪後樹體

會生長許多幼小的葉片及枝條，利

用抹芽方式將其去除，以減少過多

的細枝競爭養分。

桑椹的主要病蟲害為菌核病及

（二）桑椹‘苗栗 2號’之性狀表現

（三）栽培管理

表 2.‘苗栗 2號’對照‘苗栗 1號紫蜜’及地方品系 46C019之品種（系）差異

性 

 

部位 
品種間具有

差異之性狀 

申請品種 

‘苗栗 2號’ 

對照品種 

‘苗栗 1號紫蜜’ 

差

異 

性 

註

記 

對照品種 

46C019 

差

異 

性 

註

記 
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 

葉片 葉身大小 
長 19.4公分 

寬 14.9公分 

長 15.6公分 

寬 12公分 
◎ 

長 10.9公分 

寬 8.1公分 
◎ 

莖部 節間長度 長 中 ◎ 中 ◎ 

果實 果柄長度 中 中 - 短 ◎ 

莖部 
幼葉 

葉柄色澤 
綠 綠 - 紅綠 ◎ 

果實 
始花期 

(起始日期) 
12月中下旬 1月下旬 ◎ 1月下旬 ◎ 

果實 
著果期 

(起始日期) 
1月上中旬 2月下旬 ◎ 2月下旬 ◎ 

果實 果實生產期 2月-3月 4月 ◎ 4月 ◎ 

果實 
單株 

果實產量 
高 高 - 中 ◎ 

果實 
果實可溶性

固形物 
特高 高 ◎ 中 ◎ 

果實 
果實 

可滴定酸 
中 中 - 高 ◎ 

果實 果實糖酸比 特高 高 ◎ 中 ◎ 

果實 果實總酚 高 高 - 特高 ◎ 

◎ 表示申請品種與對照品種性狀具有差異性 

 - 表示申請品種與對照品種性狀無差異性 

 



19

表 2.‘苗栗 2號’對照‘苗栗 1號紫蜜’及地方品系 46C019之品種（系）差異

性 

 

部位 
品種間具有

差異之性狀 

申請品種 

‘苗栗 2號’ 

對照品種 

‘苗栗 1號紫蜜’ 

差

異 

性 

註

記 

對照品種 

46C019 

差

異 

性 

註

記 
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 

葉片 葉身大小 
長 19.4公分 

寬 14.9公分 

長 15.6公分 

寬 12公分 
◎ 

長 10.9公分 

寬 8.1公分 
◎ 

莖部 節間長度 長 中 ◎ 中 ◎ 

果實 果柄長度 中 中 - 短 ◎ 

莖部 
幼葉 

葉柄色澤 
綠 綠 - 紅綠 ◎ 

果實 
始花期 

(起始日期) 
12月中下旬 1月下旬 ◎ 1月下旬 ◎ 

果實 
著果期 

(起始日期) 
1月上中旬 2月下旬 ◎ 2月下旬 ◎ 

果實 果實生產期 2月-3月 4月 ◎ 4月 ◎ 

果實 
單株 

果實產量 
高 高 - 中 ◎ 

果實 
果實可溶性

固形物 
特高 高 ◎ 中 ◎ 

果實 
果實 

可滴定酸 
中 中 - 高 ◎ 

果實 果實糖酸比 特高 高 ◎ 中 ◎ 

果實 果實總酚 高 高 - 特高 ◎ 

◎ 表示申請品種與對照品種性狀具有差異性 

 - 表示申請品種與對照品種性狀無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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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3年、94年及 95年果桑植物主要營養性狀、果實品質與產量調查三年總平

均之比較 

 

品系 
節間長 葉長 葉寬 

單株 

產量 
果長 果寬 

果柄 

長度 

單粒 

果重 

(g) 

糖度                           
可滴 

定酸 

(cm) (cm) (cm) (kg/plant) (cm) (cm) (cm) (°Brix) (%) 

‘苗栗 1號’ 

(72C002) 
6.0

 a
 16.9

 a
 12.4

 a
 26.3

 a
 3.1

 a
 1.6

 a
 1.3

 a
 5.5

 a
 6.9

 a
 1.0

 a
 

46C019 3.5
 b
 11.7

 b
 8.4

 b
 25.3

 a
 2.6

 b
 1.4

 b
 0.8 

b
 4.0

 b
 4.6

 b
 1.1

 a
 

 

 

 

 

表4. ‘苗栗2號’與對照品種(系)開花及著果期之比較 

 

品系 
始花期 

(月) 

著果期 

(月) 

果實成熟期 

(月) 

產量 

(Kg/株) 

‘苗栗1號’ 1月下旬 2月 4月 29.03 

46C019 1月下旬 2月 4月 24.81 

‘苗栗2號’ 
12月中下旬* 

2月上旬 

1月 

2月下旬 

2月上旬 

3月 
27.63 

* ‘苗栗2號’具有2次開花結果期之植株特性 

 

 

 

 

 

 

 

* Means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within the same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LSD (p=0.05)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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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3年、94年及 95年果桑植物主要營養性狀、果實品質與產量調查三年總平

均之比較 

 

品系 
節間長 葉長 葉寬 

單株 

產量 
果長 果寬 

果柄 

長度 

單粒 

果重 

(g) 

糖度                           
可滴 

定酸 

(cm) (cm) (cm) (kg/plant) (cm) (cm) (cm) (°Brix) (%) 

‘苗栗 1號’ 

(72C002) 
6.0

 a
 16.9

 a
 12.4

 a
 26.3

 a
 3.1

 a
 1.6

 a
 1.3

 a
 5.5

 a
 6.9

 a
 1.0

 a
 

46C019 3.5
 b
 11.7

 b
 8.4

 b
 25.3

 a
 2.6

 b
 1.4

 b
 0.8 

b
 4.0

 b
 4.6

 b
 1.1

 a
 

 

 

 

 

表4. ‘苗栗2號’與對照品種(系)開花及著果期之比較 

 

品系 
始花期 

(月) 

著果期 

(月) 

果實成熟期 

(月) 

產量 

(Kg/株) 

‘苗栗1號’ 1月下旬 2月 4月 29.03 

46C019 1月下旬 2月 4月 24.81 

‘苗栗2號’ 
12月中下旬* 

2月上旬 

1月 

2月下旬 

2月上旬 

3月 
27.63 

* ‘苗栗2號’具有2次開花結果期之植株特性 

 

 

 

 

 

 

 

* Means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within the same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LSD (p=0.05)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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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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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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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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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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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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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m
g/

L
) 

糖
酸
比

 
總
酚

 

(m
g/

L
) 

‘
苗
栗

1號
’

 
1.

3±
0.

4b
 

16
.6

±
1.

1b
 

34
.4

±
2.

4b
 

5.
9±

1.
1a

 
6.

7±
2.

1b
 

0.
5±

0.
2b

 
14

.2
±
4.

7a
 

10
65

±
36

1b
 

46
C

01
9 

0.
8±

0.
2c

 
18

.5
±
1.

1a
 

33
.7

±
1.

6b
 

5.
7±

0.
6a

 
4.

7±
2.

0c
 

1.
0±

0.
4a

 
5.

6±
3.

8b
 

17
84

±
31

3a
 

‘
苗
栗

2號
’

 
1.

5±
0.

2a
 

17
.2

±
2.

3a
b 

38
.3

±
4.

1a
 

6.
5±

1.
4a

 
10

.5
±
2.

1a
 

0.
8±

0.
4a

b 
16

.6
±
7.

9a
 

12
70

±
19

6b
 

L
S

D
 

(0
.0

5)
 

0.
2 

1.
5 

2.
7 

0.
98

 
1.

6 
0.

3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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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牛，其它零星發生者如介殼蟲、

蝸牛等。桑椹菌核病與開花期的氣

候條件息息相關，該病害在北部及

中部地區相較於南部地區危害較嚴

重，由於桑椹目前未有病蟲害防治

的推薦用藥，因此尚無建議之藥劑

處理方式，可以覆蓋抑制蓆、噴施

微生物製劑及網室栽培等方式降低

發病率。在天牛防治方面，利用鐵

絲將寄生樹體中的幼蟲絞死，以減

少蟲隻危害的密度。

相較於一般栽培的桑椹品系，

‘苗栗 1 號’及‘苗栗 2 號’兼具

果實品質優良之特點，性狀表現可

與對照品系加以區別，不但增加栽

培時品種的選擇性，由於果實採收

期的不同，亦解決桑椹產期短暫且

集中之問題。桑樹的幼年期短，利

用高壓法及扦插法等方法繁殖子

代，可縮短桑樹成園所需的時間，

並保有與母本相同之品質特性，且

個體間的表現也一致，符合新植物

品種權之申請要件。 ‘苗栗 1號’

及‘苗栗 2 號’採行非專屬授權方

式技轉，相關訊息可參考本場網

站（http://mdares.coa.gov.tw/

show_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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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ulberry varieties- ‘Miaoli No. 1’ and ‘Miaoli No.2’
Ya-Ling Chang1*, Jer-Chia Chang2, Ran-Juh Wang3 and Yen-Tsong Liou1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arvesting period concentrated and rare 
variety selection in Taiwan’s mulberry market, we developed new lines seedlings 
by natural crossing among our preserved materials. After observation and testing, 
two varieties were named as ‘Miaoli No. 1’ and ‘Miaoli No.2’ and have obtained 
the plant variety right in 2007 and 2011, respectively.  Both two varieties have 
characteristics in big fruits, high sweetness, and low acidity. Besides, ‘Miaoli No.2’ 
is an early mature variety not only provide fresh market earlier, but also disperse 
harvesting period and extend providing period of mulberry in Taiwan. Each 
produced asexual propagation plantlets could maintain same characters stably and 
uniformly as mother plants and fulfill the important condition of “The Enforcement 
Rules for the Plant Variety and Plant Seed Act” in Taiwan 

Keyword: Mulberry, Plant variety rights, Fruit quality, Early m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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