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雜交與雙雜交甘藍之整齊度 
The Uniformity of Single and Double Crosses of Cabbage, 

Brassica, oleracea L. var. Capitata, L. 

沈再發 廖公益** 

by 

Tzay-Fa Sheen Cong-Ich Liao 

摘  要 

雙雜交甘藍之整齊度較單雜交為低 

前  言 

  利用自交不親和性（self-incompatibility）以育成雜交一代甘藍，如行單雜交

採種時，其親本之繁殖係依賴人工行蕾期授粉（bud-pollination），此樣授粉工作，

需賴大量精熟人工，同時在花期很短的時間內，難能得到大量原種。 

  自Bateman(1952′54′55)(4)(5)(6)列出植物不親和性的分類，並發現其複相對

因子（s-alleles）間有顯隱性及獨立性之存在後，治田（1962）(2)將主要十字花科

蔬菜不親和性歸類為四種遺傳型式，而實際應用於育種上。治田氏並建立了雙雜

交的採種體系。該雙雜交係利用來自同一系統內表現型相近，而 S-相對因子型

不同的二亞系統之單雜交，與另不同品系也具不同 S-相對因子之二亞系統之單

雜交後，將此二單雜交再相互交配而成。此二種單雜交與雙雜交，皆可在田間以

蜜蜂等蟲媒行自然採種，因此可很簡單的生產大量雜交種子。 

  本試驗仍以數年來，由葉深甘藍和大型早生甘藍所分離之四個自交不親和性

亞系統，首先將其來自同源的二亞系統行單雜交，再依雙雜交採種試驗。並將所

採取的單雜交與雙雜交種子行檢定，以瞭解其自然採種的整齊度，做為實際採種

之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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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葉深甘藍二亞系統及大型早生甘藍二亞系統，依下列方法行採種： 

   21D─2─1─1─2─1─1（暫定 S1S1） 

   21D─2─1─1─2─4─1（暫定 S2S2） 

   43─1─1─1─7─1─8（暫定 S1S1） 

   43─1─1─1─7─1－5（暫定 S6S6） 

1.將葉深甘藍二亞系統 S1S1和 S2S2於隔離地區行單雜交採種。 

2.同樣，大型早生甘藍二亞系統 S5S5和 S6S6於另地區採種。 

3.將葉深甘藍和大型早生甘藍之單雜交種子 S1S2和 S5S6，於隔離地區行雙雜交採

種。 

4.將上所採取之單雜交和雙雜交種子，分夏、秋兩季播種，檢定並比較其整齊度。 

試驗結果 

  單雜交與雙雜交種子於65 年夏播於種苗場，秋播於鳳山分所行檢定，其整

齊度比較如表一。 

  葉深甘藍二亞系統的單雜交（S1S1×S2S2）種子，其夏季檢定同一時期內之

收穫率為 79%，秋季檢定為 92.3%。大型早生甘藍二亞系統的單雜交（S5S5×S6S6）

種子，夏秋季檢定分別為 77%和 89.2%。而雙雜交（S1S1×S2S2）×（S5S5×S6S6）

之種子，夏季檢定同一時期內之收穫率僅近 56%，而秋季檢定為 71.8%。因此，

可看出無論單雜交或雙雜交，秋季之收穫率高於夏季。而單雜交之收穫率又高於

雙雜交。 

表一、單雜交與雙雜交甘藍的整齊度比較 
Table 1. The uniformity of single and double cross of cabbage 

夏  季  檢  定* 

Summer test 

秋  季  檢  定** 

Autumn test 

適應性檢定 

     Adaptive 

      test 

 

    組合 

Combinations 

種植株數 
No. of 
plants  

planted 

同一時期內
收穫株數 

No. of 
plants 

harvested 

收穫率 
% of 

harvest 

種植株數 
No. of 
plants 

planted 

同一時期內 
收穫株數 

No. of 
plants 

harvested 

收穫率 
% of 

harvest 

S1S1×S2S2 194 154 76 457 422 92.3 

S5S5×S6S6 103 80 77 185 165 89.2 

(S1S1×S2S2) 
× 

(S5S5×S6S6) 
168 94 55.9 85 61 71.8 

*夏季檢定播於 65年 5月    **秋季檢定播於 65年 10月 

S1S2 

S5S6 

雙雜交 



討  論 

  甘藍屬冷涼性氣候作物，結球期適溫之平均為18∼21℃（岩間、濱島，1953）
(3)，生長進入結球期對不良環境敏感，尤其是超過 25℃高溫時，結球現象不良。

本試驗夏播於 5月，結球時適值 7∼8月間，平均溫度高達 27∼29℃，為一年之

最高溫度。因此，結球率差，而收穫率少。而秋播於 10月，結球期於 12月間，

約 20℃，為最適溫度。因此，同一組合在秋季播種，其收穫率高於夏季播種。

同時，影響收穫率除溫度為重要因素外，特別注意的事為利用自交不親和性採收

雜交 F1 時，常有 sibs 之發生，亦即除了所需的雜交種子外，常有兄妹間的

sib-pollination 和同株異花間的 self-pollination，所形成的非雜交性種子出現，簡

稱之為 sibs。此 sibs 之發生(1)(7)(8)，除因系統有差異外，常受環境因素如溫度、

溼度等之影響，而 sibs 之比率就非為一定常數。不同雜交組合所採取之雜交 F1

有不同之 sibs，同時，同一雜交品種在不同的採種地或不同採種時期也會有變

化。本試驗之系統，由於易受環境之影響，尤其是高溫時 sibs之發生較高(1)，所

以單雜交之收穫率未能如理想。而雙雜交之收穫率又低於單雜交，亦即其所含

sibs 比率較高。此原因可能是因在單雜交之親本所採收的雜交 F1已含有 sibs 存

在，再用之為雙雜交親本，所得到之雜交種子，所含 sibs比率當因而增高。如雙

雜交有如此高比率之 sibs，栽培者當難於接受。 

Summary 

    The uniformity of double cross hybrids of cabbage is inferior to the single cross 

hybr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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