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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業 新 知 專 欄

2012年自4月起連續降雨，到8月蘇拉颱風後雨量才有

趨緩之現象，此後到11-12月又有連續降雨，為葡萄栽培嚴

峻挑戰之一年，尤其是彰化地區之產區，在4-8月連續降雨

導致許多葡萄園嚴重積水，雖可快速排除地面積水，但因地

下水位高，根部一直處於浸水狀態，使根部壞死腐爛，影響

地上部生育。又臺灣地處亞熱帶，每年4月過後溫度開始回

升，高溫高濕的環境下，露菌病發生之情形非常嚴重，雖然

利用推薦藥劑防治，但因密植使枝條、葉片重疊的園區露菌

病防治困難，導致5月過後出現葉片黃化、脫落之現象，除

會影響夏果品質外，也會因葉片早脫落而影響花芽分化。

葡萄為花芽分化容易之果樹，理論上，只要植株本身與

環境條件適當，則已發育完成的花芽便可隨時藉由修剪而萌

芽、開花。因此，生長季中之潛芽是否含有分化完全之花芽

為生產成功與否的要件。一般木本植物之花芽分化不外受環

境中之溫度、光線、土壤水養分及植株之生長勢、營養成份

含量，以及人為施用生長調節物質等因子所影響。近年彰化

地區一年二收夏果與冬果模式，受到氣候因素略有調整，尤

其自96年起冬果生產在夏季8月修剪後，常受到颱風強風吹

襲，結果枝被吹斷或花穗嚴重磨擦，使冬果生產受到影響，

因此有越來越多農友在夏果採收後就放任生長，未進行夏季

修剪生產冬果。

去(101)年夏季修剪後部分農友發生新梢生長約30公分長

即停心之現象，經田間觀察發現這些園區都有曾發生浸水之

情形，以圓鍬或鋤頭挖掘觀察都有根部腐爛之現象，雖有新

根生長，但不足以吸收養分供新梢生長，因此產生新梢停止

生長之情形，結果母枝上之芽體可能也受到影響。另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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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夏季修剪之園區，葉片

在9月中旬過後就脫落，其芽

體可能已壞死，此二種園區

之芽體如有萌動或壞死，則

會影響翌年夏果之生產。

日前以解剖顯微鏡觀察

有進行夏季修剪園區之葡萄

芽體，及未進行夏季修剪之

園區芽體。一般葡萄每個芽體中間有一較大之主芽，主芽兩

側有小的副芽，以主芽花芽分化情形較佳。主芽如受到外在

環境因子影響而萌動，但若植株營養狀況不佳或外在環境條

件不配合芽體發育需求，會導致已萌動的花芽壞死。因此冬

季修剪不宜太早，應將修剪期延後，除了會使未曾萌動的主

芽的花芽分化更充實，兩側的副芽也會進行花芽分化作為預

備之用，而主芽在夏秋曾經萌動過而壞死的芽體的小副芽也

有機會進行花芽分化成為主花芽，如此修剪後才會有飽滿之

花穗，使產量不受到影響。

▲葡萄芽體中的主芽壞死後，兩側的副▲葡萄芽體中的主芽壞死後，兩側的副

芽進行花芽分化中芽進行花芽分化中

▲正常的葡萄芽體剖面圖（左：縱切面；右：橫切面），中間為帶有花芽的主▲正常的葡萄芽體剖面圖（左：縱切面；右：橫切面），中間為帶有花芽的主

芽，兩側為小的副芽芽，兩側為小的副芽

葡萄葡萄

各位農民朋友，相信大家應該都了解作物育種研發的重

要性，良好的作物品種就好像一台設計優良的汽車擁有多種

優越的性能，育種學家通常以優良「性狀」來描述這些品種

的優點，以水稻為例，若要育成高產量的品種，就要從有效

分蘗數、每穗粒數、千粒重以及抗倒伏能力這些性狀來進行

育種。若要育成能抵抗惡劣環境和病蟲害威脅的品種，就必

須從耐旱、耐淹、抗病或者抗蟲等性狀來育種。

為了進行優良品種的選拔，育種學家需要具備敏銳的觀

察力、遺傳學的知識背景、統計學的數學頭腦以及足夠的體

力，除此之外還需要利用一些工具來達成測量的目的，以往

我們進行育種必須使用尺、磅秤以及分析成分的儀器，未來

我們還需要一項工具才能更有效率的研發新的品種，這項工

具就是接下來要跟各位介紹的DNA分子標誌。

所謂的DNA就是記錄遺傳訊息的物質，它存在於每

一個細胞裡面，它是長條型的聚合物分子，就像以前的錄

音帶記錄著聲音的訊號，DNA記錄著作物所有外表性狀的

訊號，所有動物和植物就是用DNA把所有性狀傳給下一代

的。我們很難知道極長的DNA什麼位置記錄著什麼基因，

哪一段代表耐旱性基因？哪一段代表抗病性基因？哪一段

代表香味基因？如果可以知道的話，就可以用快速的方法

偵測，減少育種時所需耗費的時間、土地、人力以及各項

成本，而分子標誌就是擔任標定目標性狀基因的角色，告

訴育種家這些好用的性狀基因位在DNA的什麼位置，換句

話說分子標誌又像「路標」，告訴您高速公路上的某某公

里處有您想找的交流道。

分子標誌可以是DNA的一段序列，也可以是一個位

點，利用專一性的核酸引子和儀器可加以偵測，育種家希望

找到的分子標誌有幾個特點，第一是它跟目標基因靠得越近

越好，或者甚至分子標誌本身就是目標基因序列的一部份，

第二是希望它可以穩定、快速、大量地被偵測，第三是這些

分子標誌檢測成本越低越好。此外利用分子標誌輔助育種還

有一項優點，就是它不屬於基因改造技術，而是採用天然的

授粉雜交方式導入基因，簡單的說，就是「用原始的方式導

入，用先進的方式選拔」。

臺中區農業改良場對作物新品種的研發工作一向十分重

視，也累積了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同時不斷精進自身的研

發能力，近年來本場致力於發展各項作物的分子標誌技術，

並將這些技術應用於選育具抗病性的水稻品系以及具有低乙

烯合成量的梨品系。新科技的應用象徵著本場具有與時俱

進、不斷創新的實力，面對未來全球暖化與國際糧價上漲的

挑戰，本場提早儲備研發能量，增強育種能力，期望能適時

開發優良的作物品種，讓農民朋友可以栽培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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