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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植物品種權屬智財權的一種，可落實品種權保護與保障育種者權利，並進

一步促進農業的發展。我國植物品種及種苗法自實施以來，已有 162植物

種類可申請品種權保護，其中以蝴蝶蘭(含朵麗蝶蘭)的申請案件最多約占

五成的比例。蝴蝶蘭是台灣高經濟價值花卉之一，在全球大多數國家皆具

有消費市場，且品種數量眾多。為加強蝴蝶蘭品種權保護，開發分子標誌

品種鑑定系統，除可輔助現行性狀檢定方法外，還可提供侵權案件發生時

的分子證據與配合蝴蝶蘭產業所需。簡單重複序列(simple sequence repeat, 

SSR)分子標誌具有高度多型性、高再現性、快速與可建立自動化高通量分

析等優點，被廣泛應用於植物品種鑑定。本場整合國內已開發之 33組 SSR

分子標誌，透過多方實驗室利用 12個蝴蝶蘭原生種與 12個蝴蝶蘭商業品

種為共同試驗材料，最終篩選出 10組具高度鑑別力的 SSR分子標誌，運

用於鑑別外部性狀相似的蝴蝶蘭品種。此 10組 SSR分子標誌試驗流程，

已建立標準作業流程，依此 SOP將進一步建立蝴蝶蘭 DNA資料庫，並與

國際上植物品種檢定單位進行合作，使得我國蝴蝶蘭品種鑑定技術能與國

際交軌，提升鑑別結果的國際可信度，並落實我國品種權保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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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植物新品種為育種者心血結晶，為保障育種者權利及促進農業發

展，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UPOV)於 1961年成立，世界各國紛紛加入

UPOV並依公約之準則制定相關法令以保護植物新品種，所以保障育種者

權利已是世界潮流及國際之規範。我國因礙於政治現實未能成為UPOV之

會員國，但為保障國內育種者之權利、符合國內產業需求、加強與他國

互惠合作及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UPOV Act, 1991)之規範，於 1988年

公告施行「植物種苗法」，開放受理植物新品種權利登記，並於 2005年 6

月 30日完成修法公告新版「植物品種及種苗法」開始執行。目前公告有

162種植物種類(統計至 2013年 9月底前)，受理植物品種權申請案件已達

一千件以上。 

    蝴蝶蘭因花形花色優美、多樣化且花期長等優點，為我國出口高經

濟價值花卉之一。根據財政部關稅總局統計資料，2012年臺灣外銷花卉外

銷總金額為 1億 9463萬美元，其中以蝴蝶蘭(含朵麗蝶蘭，以下以”蝴蝶

蘭”統稱)佔比率最高為 1億 1352萬美元。跟 2011年相比，整體蘭花及蝴

蝶蘭亦有 16.26%及 15.26%的成長(李等，2013)。顯示在全球經濟景氣不

佳的狀態下，我國蘭花產業在業者及相關人士的努力下仍然蓬勃發展，

在國際舞臺佔有一席之地。為確保我國蝴蝶蘭產業競爭力，除維持育種

能量、加強栽培管理、改善儲運技術及推動國際行銷外，維護蝴蝶蘭品

種權及保障育種者權利亦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目前品種檢定方法仍以形



態觀察或測量外表性狀作為標準之檢定方法，如花色、花形與株高等的

差異作為區分依據。然而作物品種、品系或營養系間的區別，有時會受

外在環境的影響，增加辨別的困難；或是在作物的某些生長期如苗期或

種子等，並不容易以外表性狀來區分個別差異。因此，若能利用分子標誌

技術可直接鑑定植物基因型的遺傳歧異度(genetic diversity)特性，不僅可

輔助性狀檢定方法，提供分子層次上的鑑定依據，還可達到協助侵權鑑

定分析的目的。因此本文將就如何應用 DNA分子標誌技術於蝴蝶蘭品種

鑑定進行簡介，並以本場這兩年透過農委會科技計畫的支持，進行國內

已開發之蝴蝶蘭品種相關 DNA分子標誌的整合，而建立蝴蝶蘭品種 SSR

分子鑑定技術平台。 

 

利用DNA分子標誌進行品種鑑定 

    遺傳標誌大致可分為外表型、生化及 DNA分子標誌等三大類。外表

型標誌是依形態學上、生理學上或物候學(Phenological)上所得差異，主要

由肉眼觀察可得之現象；生化標誌是以等電點、膠體電泳及異構酶等分析

所得差異為主；至於 DNA分子標誌則有增幅片段長度多型性（amplifica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AFLP）、限制片段長度多型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RFLP）、逢機增幅多型性（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 RAPD）、簡單重複序列（simple sequence repeat, SSR）

和單一核苷酸多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分析方法等。



前兩類型標誌所得之差異性來自基因產物，而 DNA分子標誌所得之差異

性則來自 DNA序列差異性。 

    由於 DNA分子標誌的差異主要來自基因組序列上的變異，因此較不

受環境影響，也不受鑑定時植物之發育期及人為因子影響，更具客觀、準

確與快速性。加上技術上原先具有的快速檢測、多型性高及易於進行大量

樣品的檢測等優點，使得 DNA分子標誌應用於植物品種鑑定上已成為國

際趨勢。各種 DNA分子標誌技術具有不同之優缺點，如 RFLP需要大量

高品質的基因組 DNA，且完成一次試驗的時間較長。AFLP的多型性高，

但相關費用較高與分析結果不易判讀，在不同實驗室間再現性較低，RAPD

易存在有再現性低的現象，SSR和 SNP則皆需要有序列的資訊。藉由共顯

性、費用、獲得可利用之標誌數量等多個面向，將上述 DNA分子標誌方

法的差異性整理如表一。 

    考量 DNA分子標誌應用於品種鑑定上需突破的問題點，如鑑別力要

高、沒有特定品種範圍；及優良分子標誌的特性，如再現性高、具共顯性、

分析簡便等條件。目前以 SSR和 SNP兩種分子標誌為國際上最常應用於

品種鑑定的技術，且此兩分子標誌可進一步搭配次世代定序儀，進而提升

基因型分析的效率。 

 

國內研究單位蝴蝶蘭 SSR分子標誌之整合 

    蝴蝶蘭為我國外銷旗艦農產品之一，政府多年來投入大量研究經費，



進行蝴蝶蘭及蝴蝶蘭產業相關研究，尤其是分子標誌應用在可進行蝴蝶蘭

親緣性分析或品種鑑別上，但所開發之技術及試驗流程間並無進行整合，

且缺乏跨實驗室能力試驗進行再現性及鑑別性測試。因此，本場近年來在

農委會經費支應下，與國內相關研究單位，包括農委會桃園區農業改良

場、農委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及國立成功大學，將各單位已開發之蝴蝶蘭

品種 SSR分子標誌，透過一套相同試驗材料：包括 12個蝴蝶蘭原生種及

12個商業品種(材料名單如表二)，進行已開發之 SSR分子標誌的篩選，期

所開發的分子標誌，能在遺傳歧異度高的 24個試驗材料中，皆能增幅出

目標條帶；若這些目標條帶具有高多型性、易於分析判別，才是優秀之品

種識別標誌。在 24個試驗材料中完成 33組 SSR-PCR的試驗，並將這些

有差異性之 SSR-PCR產物，以 ABI3730儀器之系統進行毛細管電泳(其解

析度高達 1 bp.)分析，最後再將原始數據進行解讀與分析。由實驗結果得

知，在 33組 SSR引子對中，對於原生種的材料有較多組引子對無法增幅

出目標條帶，經討論後發現此 33組 SSR引子對的設計，來自幾個特定品

種的核酸序列資料，故其親源與某些原生種的歧異度較高，因而無法有目

標條帶的增幅。透過這 24個共同試驗材料，從 33組引子對挑選出符合我

們篩選目標的 16組引子對，其相關分析資料如表三。 

    後續利用外表性狀具有高相似度的品種權品種及其對照品種，進一步

進行這16組引子對之鑑別力分析。在這16組SSR引子對中，有些為2個核苷

酸重複的目標區域，有些則為3、4及6個核甘酸重複區域。藉由毛細管電



泳的分析結果發現，兩個核甘酸重複的SSR引子會有較多的殘跡條帶

(stutter)，容易造成判讀的問題。而4或6個核苷酸重複的引子對，雖然其較

不易產生殘跡條帶，判讀較為容易，卻較不具多型性，難以鑑別極相似的

蝴蝶蘭商業品種，如大白花系列品種。為了後續實際應用的最佳經濟考

量，最後保留了10組SSR引子對，並完成建置此10組SSR引子組的PCR試驗

條件、結果判讀依據、鑑別方法的參考品種及標準試驗流程。 

 

結語 

    品種識別鑑定的技術涵蓋由外表性狀、蛋白質、生化成分鑑定到最直

接的DNA分析，而每個層次的方法有其識別鑑定的技術面限制。以DNA分

子標誌分析而言，儀器的穩定度、引子的靈敏度、藥品的廠牌等都會影響

識別鑑定的結果，常常無法以單一實驗室的鑑定結果即能完成完全的識別

鑑定，而必須藉重多次的綜合識別鑑定結果作完整的評估，才有可能達成

識別鑑定結果的公信。因此本場除了整合國內研究單位蝴蝶蘭品種SSR分

子鑑定流程，並進行國內不同實驗室間能力試驗外，也持續與荷蘭植物品

種檢定機構Naktuinbouw進行技術交流與合作。未來可使我國分子鑑定方法

與結果具有一致性外，同時具國際認可之效力。本場往後將利用所建立之

試驗標準作業流程，並搭配商業軟體進行蝴蝶蘭核酸SSR分子標誌分析資

料儲存，逐步建立蝴蝶蘭品種之DNA資料庫，能輔助現行之性狀檢定方

法，有效提升品種鑑定的效率外，協助我國蝴蝶蘭品種侵權案件的釐清，



落實農業智財權之施行，加強臺灣蝴蝶蘭產業於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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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分子標誌分析方法比較表 

項目/方法 RFLP RAPD AFLP SSR SNP 

Technique RE+S+H* PCR RE+PCR PCR PCR 

Polymorphism 

base on 

D,I,R**  D,I D,I N° of 

repetitions 

PM*** 

Co-dominants yes no no yes yes 

Cost high low medium medium high 

Reproducibility yes no no yes yes 

Knowledge of 

the genome 

not required no no yes yes 

Number of 

markers 

available 

high high high high high 

Possibility of 

automation 

no no yes yes yes 

Work load 4-12 days 1-2 days 2-3 days 1-2 days 1-2 days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no no no no no 

Multiplex low low high medium medium 

註：(*)RE--限制酶, S--transfer, H--雜合反應 

(**)D--刪除, I--插入, R--重新排列 

    (***)PM--點突變 

 

 

 

 

 

 

 

 

 

 

 

 

 

 

 

 

表二 12個蝴蝶蘭原生種及12個商業品種共同試驗材料 



Phalaenopsis species                                                   

代號 

1 P. amabilis Phal. amabilis‘Tual Is’ ama 

2 P. aphrodite Phal. aphrodite‘大武’ aph 

3 P. schilleriana Phal. schilleriana ‘Quezon’ sch 

4 P. stuartiana Phal. stuartiana‘Lcyte’ stu 

5 P. equestris Phal. equestris‘Samar’ equ 

6 P. lueddemanniana Phal. lueddemanniana‘Quezon’ lue 

7 P. amboinensis Phal. amboinensis‘Sulawesi’ amb 

8 P. pulcherrima Phal. pulcherrima pul 

9 P. venosa Phal. venosa‘Sulawesi’ ven 

10 P. sumatrana Phal. sumatrana‘Sarawak’ sum 

11 P. violacea Phal. violacea ‘Sumatra’ vio 

12 P. mannii Phal. mannii‘Vietan’ man 

Phalaenopsis cultivars                                            代號 

1 SogoF1302 Dtps. Sogo Yoshida’ SOGO F1302’ 463 紅花 

2 天使之音 Dtps. Joy Angel Voice’ Angel Voice’ 452 紅花 

3 台大小可愛 Phal. Zuma's Pixie’ Taida Little Cutie’ 930 紅花 

4 台糖 K41731 Dtps. Taisuco Gloria’ Taisuco K41731’ 799 黃花 

5 育品黃金 Dtps. Sogo Golden’ Yu Pin Gold’ 522 黃花 

6 安慶綠蘋果 Phal. Brother Sweet Sugar’ An Ching Green Apple’ 500 黃花 

7 中營恩典 Phal. Join Grace’ TH.288-4’ 437 白花 

8 台糖 k52202    Dtps. Taisuco Flourish’ Taisuco K52202’ 924 白花 

9 鉅寶貴妃 Dtps. Gu Keng Beauty’ Jiuhbao Guifei’ 863 白花 

10 SogoF1138 Dtps. Leopard Prince’ SOGO F1138’ 279 斑花 

11 鉅寶 2033 Dtps. Jiuhbao Fairy’ JB2033’ 628 斑花 

12 SogoF1555 Phal. Sogo Lawrence’ SOGO F1555’ 758 斑花 

 



 

表三 SSR markers於24個蝴蝶蘭共同材料之鑑別力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