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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玉子 (Ficus awkeotsang Makino) 為桑科（Moraceae）常綠蔓性藤本植物，

原生於臺灣 1,000~1,800 公尺的山區。為了提升愛玉子品質促進產業發展，本

場於民國 101 及 102 年分別選育出具高產、抗膠蟲特性的「苗栗 1 號」及高

產、具早生特性的「苗栗 2 號」。以簡單序列重複區間 (inter-simple sequence 

repeat, ISSR) 法篩選新品種特有的分子標誌，顯示「苗栗 1 號」利用 JFSR09、

JFSR18 及 JFSR26 等引子，可增幅出 528bp、683bp 及 312bp 特有條帶，「苗

栗 2 號」利用 JFSR09 引子，增幅出 346bp 特有條帶，可供作新品種保護使用。

目前 2 個新品種共授權給 3 家業者，總推廣面積達 4 公頃以上。

    愛玉子為桑科榕屬（Ficus）
常綠蔓性藤本植物，原生於中

低 海 拔 1000~1800 公 尺 山 區，

為臺灣特有種。愛玉子為隱頭花

序 (Hypanthodium)， 愛 玉 小 蜂 

(Wiebesia pumilae (Hill)) 寄生於

愛玉子雄果中，以蟲癭繁衍後代，

雌隱花果開花時，尾部會裂出小洞，

小蜂由此進入協助授粉，果實成熟

後經削皮烘乾形成愛玉子瘦果，加

水搓揉會釋放出凝膠物質形成愛玉

凍。其凝膠機制，是由愛玉子種子

中的果膠酯酶 (pectinesterase, 

PE) 經由搓洗過程中，將溶出的

高 甲 氧 基 果 膠 (high methoxyl 

pectin, HMP)，轉化為低甲氧基果

膠 (low methoxyl pectin, LMP)，

再與水中的鈣離子交聯 (cross-

linking)，無需添加糖或酸，即可

形成巨大的凝膠分子 ( 黃及陳 , 

1979)。臺灣多數農民所栽培之愛

玉子多屬於未經選育之野生種，愛

玉小蜂培育方法或栽培管理技術缺

乏，促使萌果不足或大量落果，導

致產量不穩定，進而影響了產業的

競爭力。有鑑於此本場自民國 85 年

起，進行愛玉子的種原蒐集、試種

及愛玉小蜂研究。民國 98 年根據產

愛玉子新品種特性及其分子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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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品種 ( 系 ) MLJFA-1 為目

前國內平地栽培最主要的愛玉子栽

培品系，係本場 85 年自南投縣蒐集

之地方品系。本場自 96 年技轉平地

栽培愛玉子技術，皆提供此對照品

種 ( 系 )，供農民種植，MLJFA-1

栽培面積約為 6 公頃，佔全國栽培

面積 11.3%。

業現況，以高產、高果膠、抗病蟲

害及具市場區隔性為育種目標，進

行品種選拔檢定及病蟲害等試驗調

查，分別於 101 年及 102 年育成愛

玉子品種「苗栗 1 號」及「苗栗 2

號」，並開發出「改良式省工栽培

管理方法」，希望藉此提高愛玉子

的品質、提升產量穩定度並降低生

產成本，並促進愛玉子產業發展。

愛玉子商業栽培以扦插繁殖

為主，由於無性繁殖，容易造成

品種外流，為了保護品種權，本

試驗在新品種的開發同時，以簡

單 序 列 重 複 區 間 (Inter-Simple 

Sequence Repeat,ISSR) 及切割擴

增多型性序列 (cleaved amplified 

polymorphic sequences, CAPS) 兩

種方法，進行分子標誌的篩選。

其中 ISSR 分子標誌技術，被廣泛

的 運 用 在 馬 鈴 薯 (Prevost and 

Wilkinson, 1999)、杏仁 (Martins 

et al., 2004)、橄欖 (Beiki et al., 
2012) 等作物的品種鑑定與開發

上。CAPS 分子標誌技術是結合聚

合酶連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ction, PCR) 及限制酶酵素酶切

作用的共同運用，該技術多運用於

草莓 (Kunihisa et al., 2003)，豌

豆 (Konovalov et al., 2005)，茶樹 

(Ujihara et al., 2011)，人參 (Lee 

et al., 2012) 等的作物分類上。

本報告依新品種的選育方法分

述品種檢定調查、果膠特性調查，

專一性分子標誌的篩選與運用，病

蟲害的調查與分析，與栽培管理曆

的建立如下：

二、 材料與方法

（一）栽培試驗時間及地點

（二）對照品種

民國 99~102 年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嘉義愛玉子園區，

進行栽培觀察，試驗方式採單株重複栽培，供試植株行株距為 3 × 3 公尺，

株高約為 3.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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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98 年頒布的「愛玉子品種

試驗檢定方法」，調查萌芽開始期、

樹姿、生長勢、幼葉色、成熟葉色、

葉截面積形狀、葉片長度、葉寬、

葉厚、葉形、隱花果開始結果期、

採收成熟期、生理完熟期、鮮果重

量、果實表面白斑尺寸、果形、果

實尾部形狀、瘦果重量、瘦果比率、

瘦果皮色及瘦果緊密度等。

果 膠 含 量 測 定 參 考

Blumenkrantz 和 Asboe-Hansen 

(1973) 之方法，以為當年生種子於

45℃經 48 小時烘乾後，萃取其果

膠液後，與含有四硼酸鈉 (Na2B4O7) 

的濃硫酸溶液作用後，加入 3- 苯

基苯酚 (3-phenylphenol) 氫氧化

鈉溶液，利用分光光度計於 UV520nm

測量吸光值，並以半乳糖醛酸標

準曲線，推算出果膠含量。果膠

酯酶活性測定方法，係修改自 Lee 

和 MacMillan (1968) 的 酸 鹼 滴

定法 (pH-stat 法 )，以 4％氯化

鈉萃取愛玉子瘦果的果膠酯酶萃

取液，加入柑橘果膠液 (SIGMA-

ALORICH)，已自動滴定儀測定每

分鐘果膠酯酶消耗的柑橘果膠含

量所降低的 pH 值，來推算果膠酯

酶活性，推算的公式為 PE 活性

=A×0.01×F×1000÷(T×W)。A 為 總 滴

定 量 (mL)；0.01 為 NaOH 當 量 換

算；F為力價 (NaOH=1)；1000 為換

算 μ mole 係數；T 為總反應時間

(min)；W為反應中愛玉液重量= (加

入愛玉子實際乾重 g) /45mL× 加入

酵素反應液量 (mL)。

以簡單序列重複區間 (Inter-

Simple Sequence Repeat,ISSR) 

方法及切割擴增多型性序列分析

(cleaved amplified polymorphic 

sequences, CAPS) 等 方 法 進 行

分子標誌篩選，參試引子選自

UBC Primer Oligonucleotide 

Set100/9 (John Hobb, NAPs Unit,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nver, V6TI23, Canada) 進

行愛玉子品系分子標誌篩選，以

QIAGEN公司DNeasy試劑套組進行愛

玉子 DNA 萃取，並以聚合酶連鎖反

應技術進行檢測，ISSR 試驗引子取

自 UB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 o l u m b i a )  B i o t e c h n o l o g y 

Laboratory 之 100 組隨機引子，

PCR 反應液中含 100 ng 的 DNA 模

（三）試驗檢定

（四）果膠含量及果膠酯酶活性

（五）品種鑑定分子標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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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並加入0.5μM引子和1×PCR 反

應之緩衝液 (20mM Tris-HCl, pH9, 

10mM KCl, 1.5 mM MgCl2, 10mM 

(NH4)2SO4, 0.1mg/ml BSA, 0.2 

mM dNTP, 1.25 U Real Taq DNA 

polymerase)。反應溫度和時間設定

如下：95℃分鐘 1 cycle、94℃ 40

秒、55-65℃ 60 秒及 72℃ 60 秒共

40 cycles、72℃ 7 分鐘 1 cycle。

限制酶酵素反應，以限制酶 HhaI，

於反應溫度 37℃下作用 1 小時。反

應物以1 % 瓊膠在 TAE 緩衝液 (40 

mM Tris-acetate, 1 mM EDTA, pH 

8.0) 中進行電泳分析，再以溴化乙

錠 (ethidium bromide) 染色後於

UV 燈下觀察分析。

調查煤病、炭疽病、銹病及灰

黴病之罹病率。煤病調查發法，自

參試植株從東西南北中等 5 個方位

各隨機取樣 5 支枝條，每株調查

250 葉片數，每枝條由頂端完全展

開葉片開始向下調查 10 片成熟葉

片，記錄病葉數及罹病度。罹病指

數分別 0：代表葉片無病斑，1：代

表 25% 以下發病面積，2：代表 26 

% ~ 50 % 發病面積，3：代表 51% ~ 

75 % 發病面積，4：代表 76 % 以上

發病面積。炭疽病、銹病及灰黴病

等病害調查方法，參試植株每株從

東西南北中等 5 個方位各隨機取樣

25 葉片，每株調查 125 葉片，調查

病害發生種類及罹病率。罹病指數

以葉面病斑面積計算，0：代表葉片

無病斑，1：代表 25% 以下發病面

積，2：代表26 % ~ 50 %發病面積，

3：代表 51% ~ 75 % 發病面積，4：

代表 76 % 以上發病面積，並以下列

公式算出罹病度，罹病度＝ Σ( 指

數 × 該指數罹病葉數 )/4× 調查總葉

數 ×100

調查膠蟲、螺旋粉蝨、蚜蟲、

介殼蟲、天牛、毒蛾類及葉蟬等蟲

害之被害率及抗性。膠蟲調查方法，

從參試植株東西南北中等 5 個方位

各取樣 5 支枝條，計每株調查 25

枝條數，依膠蟲密度佔枝條被害之

比例，計算被害率。抗性分為 1 級

極強（無膠蟲）。2 級強（枝條被

害度佔 1/4 以下）。3 級中（枝條

被害度佔 1/4~1/2）。4 級弱（枝條

被害度 1/2 以上）。天牛調查方式

為發生天牛幼蟲危害之株數，計算

（六）病蟲害發生調查

1. 病害調查

2. 蟲害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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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率。螺旋粉蝨、蚜蟲、介殼蟲、

毒蛾類及葉蟬等蟲害危害調查，自

參試植株從東西南北中等5個方位，

各取樣 25 葉片，計每株調查 125

葉片，調查蟲害發生種類及記錄蟲

口數量。並利用黃色黏板進行蟲害

並利用黃色黏板進行蟲害族群消長

監測，每隔二週更新及回收黃色黏

板 1 次，調查蟲相及重要害蟲族群

之數量。

本場種原庫保有 115 種愛玉子

新品種，民國 98~101 年間根據「愛

玉子品種試驗檢定方法」，進行為

期 3 年的品種試驗檢定及果膠特性

調查，並根據調查結果提出果樹品

種權申請，於 101~102 年完成新品

種之性狀檢定及取得品種權。

愛玉子新品種「苗栗 1 號」，

為民國 85 年自南投山區收集而來，

品種特性比較如表一，該品種萌芽

始期介於 3~4 月間，枝條呈開張伸

展 ( 圖一 ) ，生長勢強，側枝著生

密度高。幼葉為淺紅色，成熟葉為

深綠色，葉片形狀為橢圓形，葉截

面形狀為V形，成熟葉片長寬皆短，

葉厚。雌隱花果結果期為 4~5 月，

成熟期為 8~9 月，成熟需 90~109

天，每年約可採收 2 次，果實重量

為 150~249 公克之間，果實外觀為

橢圓形 ( 圖一 )，尾端突出，果實

白斑大小大於 2 mm，瘦果比率為

78~82%，瘦果皮為淡褐色 (圖二)，

呈重疊排列。果膠特性檢測顯示，

「苗栗 1 號」果實平均果膠含量為

1.7％。果膠酯酶活性為 1.09 μeq 

COOH min-1g-1，果膠含量高於對照品

種 42%。在同樹齡及相同生長環境

下，果實平均產量為對照品種 (系) 

MLJFA-1 的 4 倍以上，具產業化潛

力。於民國 101 年 9 月取得品種權 

( 品種權字第 A01379 號 )，命名為

愛玉子「苗栗 1號」。

愛玉子新品種「苗栗 2 號」，

86 年選自南投山區。比較品種特性

顯示如表一，「苗栗 2 號」萌芽始

期為 2~3 月，枝條呈下垂伸展 ( 圖

三、 結果

（一）愛玉子新品種

1. 愛玉子苗栗 1號

2. 愛玉子苗栗 2號



30

一)，側枝著生密度高，生長勢強。

幼葉為淺紅色，成熟葉為淺綠色，

葉片形狀為橢圓形，葉截面形狀為

平形，成熟葉長及葉寬中等，葉厚。

雌隱花果萌果期為 3~4 月，成熟期

為 6~7 月，成熟時期小於 90 天，

每年約可採收 2 次。新品種相較對

照品種，果實可提早一個月採收，

具果實生長期短及早生特性。果實

重量為 150~158 公克，果實為長橢

圓形 ( 圖一 )，尾端尖形，果實白

斑大小小於 2 mm，平均瘦果比率為

80~82%，瘦果皮為黃色 ( 圖三 )，

瘦果緊密排列。「苗栗 2 號」果實

平均果膠含量為 2.1％。果膠酯酶

活性為 0.74μeq COOH min-1g-1，果

膠含量比一般品種高 75%。果實平

均產量為對照品種 ( 系 ) MLJFA-1

的 4 倍以上。於民國 102 年 5 月

取得品種權 ( 品種權字第 A01443

號 )，命名為愛玉子「苗栗 2號」。

為 建 立 愛 玉 子 新 品 種 特 有

之分子標誌，俾利新品種推廣

及 保 障， 本 試 驗 以 UBC Primer 

Oligonucleotide Set100/9 中 的

100 組引子為基礎，總共篩選出 19

組在愛玉子具有多形性的引子，其

中「苗栗 1 號」結果顯示如圖四，

共篩選出 3 組分子標誌可區分「苗

栗 1 號」及對照品系，以分子標誌

JFSR09、JFSR18 及 JFSR26 分 別 於

528bp、682bp 及 312bp 的 位 置，

與 MLJFA-1 對照組有不同的條帶。

「苗栗 2 號」結果顯示如圖五，共

篩選出 2 組分子標誌可區分「苗栗

2 號」及其他 13 個品系的差異，

以分子標誌 JFSR09 於 346bp 的位

置，與 MLJFA-1、「苗栗 1 號」、

MLJFA-03、MLJFA-11、MLJFA-13、

MLJFA-14、MLJFA-15、MLJFA-17 及

MLJFA-18 有不同的條帶，此片段

經螢光定序後發現具有 HhaI 的切

位，因此設計 MLCAP1 及 MLCAP2 的

CAPS 引子經核酸增幅及限制酶酵

素作用後，可鑑別「苗栗 2 號」、 

MLJFA-09、MLJFA-11、MLJFA-13、

MLJFA-19及MLJFA-38的差異性 (圖

六 )。可將此 6個品系劃分為 3組，

其中對照品系位於第 1 組，「苗栗

2號」則出現在第 2組之中。

（二）愛玉子品種分子標誌

表一、愛玉子品種特性比較表 

部

位 
差異性狀 苗栗 1 號 苗栗 2 號 

對照品種

(系)MLJFA-1 

植

株 

萌芽開始期 (mouth) 3-4.9 <3 3-4.9 

樹姿 開張 下垂 下垂 

生長勢 強 強 中 

葉

片 

成熟葉顏色 深綠 淺綠 綠 

葉片截面形狀 V 形 平形 葉緣捲曲 

葉片寬度 (mm) 短 <5.2 中 5.2-6.3 短 <5.2 

果

實 

隱花果開始結果期 

(mouth) 
中 4-5 早<4 中 4-5 

隱花果採收成熟期 

(mouth) 
早 <8 早 <8 中 8-9 

隱花果生理完熟期 

(days) 
中 90-109 早<90 晚 ≧110 

隱花果重量 (g) 中 150-249 中 150-249 小 <150 

隱花果表皮白色斑點 >2mm <2mm <2mm 

隱花果外部形狀 橢圓 長橢圓 卵形 

隱花果尾端形狀 突出 尖形 突出 

瘦果比率 (%) 中 77-82 中 77-82 低 <77 

瘦果皮色 淡褐色 黃色 淡褐色 

瘦果緊密度 重疊 緊密 緊密 

其

他 

果膠含量 (%) 1.5-2.0 >2.0 <1.5 

果膠酯酶活性  

(μ eq COOH min-1g-1) 
1.09 0.74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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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愛玉子品種特性比較表 

部

位 
差異性狀 苗栗 1 號 苗栗 2 號 

對照品種

(系)MLJFA-1 

植

株 

萌芽開始期 (mouth) 3-4.9 <3 3-4.9 

樹姿 開張 下垂 下垂 

生長勢 強 強 中 

葉

片 

成熟葉顏色 深綠 淺綠 綠 

葉片截面形狀 V 形 平形 葉緣捲曲 

葉片寬度 (mm) 短 <5.2 中 5.2-6.3 短 <5.2 

果

實 

隱花果開始結果期 

(mouth) 
中 4-5 早<4 中 4-5 

隱花果採收成熟期 

(mouth) 
早 <8 早 <8 中 8-9 

隱花果生理完熟期 

(days) 
中 90-109 早<90 晚 ≧110 

隱花果重量 (g) 中 150-249 中 150-249 小 <150 

隱花果表皮白色斑點 >2mm <2mm <2mm 

隱花果外部形狀 橢圓 長橢圓 卵形 

隱花果尾端形狀 突出 尖形 突出 

瘦果比率 (%) 中 77-82 中 77-82 低 <77 

瘦果皮色 淡褐色 黃色 淡褐色 

瘦果緊密度 重疊 緊密 緊密 

其

他 

果膠含量 (%) 1.5-2.0 >2.0 <1.5 

果膠酯酶活性  

(μ eq COOH min-1g-1) 
1.09 0.74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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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愛玉子新品種與對照品系植株及果實外觀比較�scale=50cm�( 上圖 )�scale=5cm�( 下圖 )

圖二、�愛玉子「苗栗 1號」(左 )�與 MLJFA-01�

( 右 ) 瘦果外觀比較�(Scale�=5�cm)

圖三、�愛 玉 子「 苗 栗 2 號 」( 左 )� 與

MLJFA-01�( 右 ) 瘦果外觀比較 (Scale�

=5�cm)

 

 
苗栗1號 苗栗2號 MLJF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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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 JFSR09  

M means 100bp DNA ladder, A1~A18 mean MLJFA-01 to MLJFA-18, 
ML1 means 'Miaoli No.1', ML2 means 'Miaoli No.2' 

 

 

2  JFCAP1 JFCAP2
 

M means 100bp DNA ladder, A1~A38 mean MLJFA-01 to MLJFA-38, 
ML2 means 'Miaoli No.2' 

圖四、 愛玉子「苗栗2號」以JFSR09 分子標誌增幅之結果

M means 100bp DNA ladder, A1~A18 mean MLJFA-01 to MLJFA-18, 

ML1 means 'Miaoli No.1', ML2 means 'Miaoli No.2'

圖三、 愛玉子「苗栗1號」以JFSR09~26分子標誌增幅之結果

JFSR09~26 mean ISSR primer, M means 100bp DNA ladder, 

A1 means MLJFA-01 (control), ML1 means 'Miaoli No.1'

17	  
	  

 
 
 

 
1 JFSR09~26  

JFSR09~26 mean ISSR primer, M means 100bp DNA ladder, A1 means 
MLJFA-01 (control), ML1 means 'Miaoli No.1' 

 
 
 
 
 
 
 
 
 
 
 
 
 
 
 

JFSR09     JFSR18    JFSR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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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新品種及對照品種的病

蟲害危害情形如表二，對照品系

MLJFA-01 煤病發病率在 0~32％之

間，被害株 3~4 月及 8~10 月達發病

高峰，平均發病率在 30% 以上，與

膠蟲消長密度呈正相關關係。「苗

栗 1 號」發病率在 2％以下，無明

顯發病高峰，「苗栗 2 號」發病率

則在 0~28％之間，被害株 3~4 月

及 8~10 月達發病高峰，平均發病率

在 25% 以上。炭疽病的調查顯示，

MLJFA-01 發病率在 0-5.5 ﹪之間，

發生於老葉及落果。「苗栗 1 號」

發病率在 0-4.5 ﹪之間，「苗栗 2

號」發病率則在 0-5.5 ﹪之間。未

觀察到銹病及灰黴病發病現象。蟲

害調查顯示，MLJFA-01 的膠蟲危害

整年均會發生，被害率在 0-64 ﹪之

間，3-4 月為若蟲發生高峰期，被

害株之枝條危害率最高可達 60% 以

上。「苗栗 1 號」則未調查到膠蟲

危害。「苗栗 2 號」被害率在 0~56

﹪之間，若蟲高峰期被害株之枝條

危害率最高可達 50% 以上。螺旋粉

蝨危害調查顯示，12 月及 1-3 月為

大發生期，對照組、「苗栗 1 號」

及「苗栗 2 號」被害株之危害率分

別為 5％、1％及 5％以下。蚜蟲危

害調查顯示 11~12 月及 1-4 月為大

發生期，MLJFA-01、「苗栗 1 號」

及「苗栗 2 號」蚜蟲危害率分別為

6％、2％及 7％以下。毒蛾類幼蟲

危害發生率則均為6％以下。葉蟬、

薊馬、介殼蟲及天牛等其他蟲害未

構成嚴重危害。

（三）病蟲害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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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FSR09  

M means 100bp DNA ladder, A1~A18 mean MLJFA-01 to MLJFA-18, 
ML1 means 'Miaoli No.1', ML2 means 'Miaoli No.2' 

 

 

2  JFCAP1 JFCAP2
 

M means 100bp DNA ladder, A1~A38 mean MLJFA-01 to MLJFA-38, 
ML2 means 'Miaoli No.2' 

圖五、 愛玉子「苗栗2號」

以分子標誌 JFCAP1

及JFCAP2增幅之結果

M means 100bp DNA 

l a d d e r ,  A 1 ~ A 3 8 

mean MLJFA-01 to 

M L J F A - 3 8 ,  M L 2 

means 'Miaoli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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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玉子「苗栗 1 號」與推廣品

系主要外觀辨別特點為，「苗栗 1

號」果實外觀具有大於 2mm 的白色

斑點，其葉片為深綠色葉片，橫截

面為 V 形。愛玉子「苗栗 1 號」與

對照品系的萌果期及採收期相近，

但整體產量為對照組的 2~3 倍。鮮

果平均大小約為 165~168 公克，具

有大果特性，其瘦果的直徑平均超

過 10cm，且瘦果呈現多層次堆疊排

列，瘦果重平均高達 26.4 公克。若

在相同產量下，可減少削皮及烘乾

翻轉的操作次數，有效減少人力的

支出，達到省工的目標。此外，其

枝條成開張形伸展，可促進植株通

風，推測此特點可能是導致膠蟲、

螺旋粉蝨及蚜蟲等蟲害危害率較低

的因素之一。

愛玉子「苗栗 2 號」植株，從

幼苗期葉片顏色就偏淺，成株的成

熟葉片也為淺綠色，葉橫截面呈平

形，其瘦果顏色偏黃為其主要判斷

依據。「苗栗 2 號」的萌果期為 3

月上旬，果實成熟期為 6 月中旬，

相較於對照品系 MLJFA-01，採收期

提早了 30 天以上，具有提早上市

的潛力。「苗栗 2 號」平均瘦果重

量為 155~157 公克，瘦果平均重量

為 24.7 公克，雖果重僅高於對照組

10%，但單株可採收之果實數量將近

為對照組的 1.9 倍，因此整體的產

量約為對照品種的 2~3 倍，可提升

單一面積栽培的總產量。

對於新品種開發而言，除了以

品種外觀特性來做為品種權的侵權

依據外，開發核酸層次的分子標誌

以保護品種權，可提高鑑定的準確

性。常見的分子標誌篩選方法包

括 RAPD、AFLP、SNP、SSR、ISSR

及 CAPS 等，本試驗採取的 ISSR 分

子標誌技術，由於其引子在各作物

及動物間保守性高，因此不需建立

愛玉子專屬的資料庫，所開發出來

的分子標誌具有再現性高的特性，

可降低分子標誌開發的成本。CAPS

分子標誌技術以增幅特異性片段作

為第一次的分群，再以限制酶酵素

進行片段的分析做出第二次分群，

此方法穩定性高，且可同時對於多

個品種進行分類。Kunihisa 等人 

(2005) 就曾利用 CAPS 分子標誌技

術，將日本草莓品種進行分群，結

果顯示可同時辨識出 64 種草莓品

種。本試驗開發「苗栗 2 號」CAPS

分子標誌 ML2CAPS1 及 ML2CAPS2，

以 ISSR 增幅出的特異性片段作為基

礎，分析片段中有的限制酶切位，

再設計該片段對應的增幅引子，經

酶切後可將6種愛玉子分類為3群，

雖無法立即辨識愛玉子「苗栗2號」

個體，但若在眾多品種的混淆情形

下，可做初步的分群，再配合其他

分子標誌的共同判別，可加速品種

辨識的速度。

四、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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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承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

計 畫 補 助 (99~102 農 科 -1.1.9-

苗 -M1)，試驗期間承蒙林秀滿小

姐、本場劉茂榮、陳慶旺、陳榮宗、

蔡新墩、邱家玉先生等同仁的協助，

謹此一併誌謝。

本試驗於計畫初期訂定育種目

標為高產量、高果膠量、具抗病蟲

害特性及具區隔性的新品種。經過

淘汰選拔及檢定調查， 選育出具有

高產、高果膠量、大果及抗膠蟲的

「苗栗1號」。及具高產、高果膠量、

果多、早生等特性的「苗栗 2號」。

同時開發出新品種的 ISSR 及 CAPS

分子標誌，提供品種權轉移業者多

一層的保障。依新品種的試驗過程，

整理出一套愛玉子的「改良式省工

栽培管理方法」，繪製栽培管理作

業曆如圖六，值得一提的是，觀察

愛玉子小蜂生育情況，繪製的愛玉

小蜂「生育期」及「越冬期」，可

提供栽培者培育小蜂及用藥參考。

本場嘗試以有機栽培管理愛玉子示

範園區，初步已獲得良好的效果，

苗栗、南投及嘉義等3個園區共1.1

公頃，已於 101 年度取得 MOA 農產

品有機栽培管理認證 ( 認證字號：

MOA1510305)。未來也將持續推動此

栽培管理技術，以提高愛玉子產量

的穩定度。在技術移轉推廣方面，2

個新品種已於 102 年完成非專屬授

權技術移轉，新品種總推廣面積達

4公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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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sis on the Variety Characteristics and 
Establishing the Molecular Marker of Ficus 
awkeotsang Mak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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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lly fig (Ficus awkeotsang Makino), a member of the family Moraceae, is a 
vine plant native to the mountainous area above the sea level 1,000 to 1,800 meter 
of Taiwa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fruit qualit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jelly-
fig, two new varieties 'Miaoli No.1' with traits of Laccifer lacca tolerance and high 
productivity, and 'Miaoli No.2' with traits of early ripening and high productivity, 
were bred. Sequence-specific markers for 'Miaoli No.1' were developed, which 
528bp, 683bp, and 312bp lands were completed by JFSR09, JFSR18, andJFSR26 
primers. However, 'Miaoli No.2' could be identified by amplifying a sequence 
specific 346bp band JFSR09 primer. The sequence-specific markers for new jelly-
fig varieties protect the right of breeders. Two varieties were authorized to three 
farmers and over 4 hectares’ cultivation were achieved.

Keyword: Jelly-fig (Ficus awkeotsang Makino), Breeding, Variety, Sequence-
specific m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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