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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特種考詴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詴詴題 

等    別：三等考詴 

類    科：農業技術 

科    目：作物育種學 

考詴時間：2 小時 

 

一、某研究員想將自泰國引進香米品種進行詴種，該如何進行合理的引種詴驗？(20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掌握引種原理即可輕易解答 

第二章講義 

【擬答】： 

作物引種的一般原則是原產地和引入地之間應具有生態條件或氣候條件的某種相似性。生存於

同一環境條件下的植物群體常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屬性，因而當引入地與原產地自然條件如緯

度、海拔、日照、氣溫、雨量分佈等相似時，一般生育期和經濟性狀變化不大，引種較容易獲

得成功。 

如原產南方的喜溫短日照作物水稻，北移至低溫長日照環境時，表現為生育期延長、抽穗延後，

其中晚稻品種常不能抽穗;而南移遇高溫短日照環境時，則生育期縮短，營養體生長不良，以至

櫱少、穗粒變小，產量銳減。喜冷涼長日照作物冬小麥南移至冬季暖和的環境時，常因不能滿

足其苗期對低溫的要求而匍伏不起，或受短日照影響而延遲拔節、抽穗，不能及時成熟。 

步驟如下: 

引進品種:根據在地的生態條件和栽培特點，有的放矢地引進一定數量的材料，為防止在地

區沒有的病、蟲、雜草叢外地或國外傳入，須嚴格遵守植物檢疫製度。 

品種觀測:在有代表性的地塊上，使用有代表性的栽培方法，小量種植引種材料，並每隔一

定的間距種植對照品種(當地優良品種)，用於比較對照。 

生產推廣:經 2-3 年品種觀測後，選出少數優於對照的材料進行產量等比較詴驗，最後選出

最好的材料在生產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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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稻進行雜交育種時，其 F2世代以後最常採用的管理方式有那三種？請詳述之。(20分) 

《考題難易》：★★(最難 5 顆★) 

掌握選拔原理即可輕易解答 

自交及異交作物後裔選拔 

【擬答】： 

培育選擇的方法主要有系譜法、混合法及 SSD法，分別描述如下: 

系譜法: 雜種分離世代開始連續進行個體選擇，並予以編號記載，直至選獲性狀表現一致

且符合要求的單株後裔（系統），按系統混合收穫，進而育成品種。這種方法要求對歷代

材料所屬的雜交組合、單株、系統、系統群等均有按親緣關係的編號和性狀記錄，使各代

育種材料都有家譜可查，故稱系譜法。這是自花授粉和常異花授粉作物最常用的方法。種

植雜交組合的 F2 每組合約數千株，從中按育種要求選擇單株，分別脫粒、考種，下年各

種植成 F3 系統（株系、家系）。在 F3 優良系統內選擇表現優良的植株 5～10 株，經室內

考察，最後當選 3～6 株，其當選株數以大體上能顯示該系統特點為度，下年分別種植成

F4 系統。來自同一 F2 植株的系統為一個系統群，系統群內的系統間互為姐妹系。先在優

良系統群中選擇優良系統，再從中選擇優良單株。F4 當選的單株分別脫粒考種，種植 F5

系統。F5 及其後繼世代的作法同 F4。如此選擇至 F5 或 F6。當一些系統表現一致且符合育

種要求時，將中選系統分別混合收穫，逐級進行產量詴驗。系譜法的優點是雜交後代各世

代間株、系、群的關係十分清楚，不良後裔在早代即被淘汰，育種工作者可集中注意力于

優良群、系的觀察和選擇，及早掌握一批有希望的材料，因而長期以來得到廣泛應用。但

由於這種方法在 F2 即開始選擇，許多有關產量的性狀尚於處分離狀態，遺傳力低，不可

避免地會損失一部分優良基因，影響選擇效果。 

混合法: 典型的混合法是：從雜種分離世代 F2 開始各代都按組合取樣混合種植，不予選擇，

直至一定世代才進行一次個體選擇，進而選拔優良系統以育成品種。個體選擇的具體世代

因性狀而異。由於所針對的性狀主要是數量性狀，故常在雜種群體中該性狀純合率約達

80%，即 F5～F6 時進行個體選擇。此法的優點是：因雜種後裔並非分單株各別種植，不

分系統，不分族群，無需詳細記載，方法簡單，節省人工和土地；由於雜種早代不進行選

擇，可保留許多有利基因以增加重組機會，也避免了早代選擇的不可靠性；可同時處理較

多的雜交組合，增加了成功機會；雜種群體在混合種植條件下可經受自然選擇的壓力，淘

汰其中的劣者，增強了群體適應性。但這種方法有時也會因自然選擇和基因型間競爭，使

不良個體明顯增多，而某些期望類型的個體比率則因競爭力差而減少,全部育種年限要比系

譜法多 1～2 年。 

SSD 法: 從雜種分離世代開始，每代每株收 1 粒種子混合種植，至 F5 或 F6 再行選擇優系

育成品種。各世代的群體始終保持同一規模，F2 的每一植株均有後裔傳至各世代。具體作

法各有變通，如可從 F2 的每一植株上挑選，或隨機抽取的單株上各取 1 粒種子，混合種

植成 F3 群體。F3 每株仍取 1 粒種子混合種植成 F4,F4 植株全部分別單收，於 F5 種成系統，

選擇優良系統育成品種。一粒傳法在有溫室或加代條件時採用，有利於加速世代進程，否

則意義不大。又此法在晚期世代系統間可保持較大的遺傳異質性，但早期缺少家系間和家

系內的選擇，而且群體偏小，總的遺傳異質性也不大，故多應用於綜合性狀較好而且分離

不大的雜交組合。 

 

三、詴述「精準育種」及其在作物上之應用。(20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掌握分子標誌輔助育種原理即可輕易解答 

分子標誌輔助育種講義 

【擬答】： 

傳統育種中優良性狀的針對性改良，需要將帶有該優良性狀或基因的材料（供體親本）與所需

改良的材料（受體親本）雜交，再經過 6-8 代的回交和繁瑣的背景選擇，最終從後代中選擇出

其他性狀像受體親本、同時攜帶來自於供體親本優良性狀或優異基因型的個體，用於下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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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種。 

這個過程費時，費力，成本高昂，而且由於受制於表型觀察準確性和遺傳累贅效應等影響，所

得的結果並不總能與預期目標相符。因此，生產上迫切需要一種能夠快速、精準改良作物性狀

的育種方法，以加快作物育種的進程。 

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基因組學和農業生物技術的發展，湧現出了一批新的作物育種技術，

如雙單倍體技術、轉基因技術、分子標記輔助育種技術、基因組編輯技術等我們稱為精準育種。

精準育種科技發展應用包括增加農業生產力、增加對極端氣候的耐受性、提升產量、抵抗病害、

節省農務與資材的投入、促進生物多樣性等，並能迎合消費者及生產者的需求，開發促進消費

者健康、增加儲架壽命減少食物浪費、增加食品加工效能等新品種。 

 

四、若你是某改良場研究員，欲提出大豆新品種之品種權申請，請問需準備那些資料？(20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掌握植物品種權申請即可輕易解答 

植物品種權講義 

【擬答】： 

申請植物品種保護時須留意該品種是否為公告開放之植物種類，且該品種是否具適當名稱並符

合相關要件，其規定要件說明如下： 

新穎性，即在申請日前，市面上經品種申請權人自行或同意該品種或收穫物銷售或推廣於

國內未超過一年；或視物種之不同，於國外流通未超過四年或六年。 

區別性，具至少一特定性狀可與市面流通之最接近品種加以區別及辨識。 

一致性，除可預期的自然變異外，實質審查時個體間品種特性表現一致。 

穩定性，實質審查時該品種在特定繁殖方法下，經重複繁殖一定週期後其性狀維持不變。 

除具備上述要件外，申請時應準備之相關申請資料茲整理如下： 

品種權申請書，需標明植物品種學名、育種者及人申請人等資訊。 

品種權說明書，內容需包含： 

新品種及對照品種之特寫彩色照片。 

植物品種說明，包含品種特性、發現過程、栽培方式等資訊。 

新品種與對照品種之性狀對照結果。 

相關身份及權利證明文件，如：申請人身份證明文件影本、優先權證明文件或申請人非育

種者需檢附之申請權證明文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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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費新台幣 2,000 元。 

申請程序上，主管機關受理案件公開後，將賦予申請人臨時性權利保護，有無視申請人通知或

明知品種權申請案已經公開而持續進行商業利用之行為，未來權利人將可追溯請求損害賠償。

如初步審查符合，則會通知申請人提供植株及栽培方法於特定檢定單位進行實體檢定，不同植

物品種則有特定檢定之季節時期及週期，申請前須特別留意。檢定報告經審議委員審查後，如

無須補件即可於繳納相關費用後取得證書。一般而言，自申請到取得證書過程需要 1-3 年之時

間，但仍須視不同品種而定。 

 

五、解釋名詞並比較兩者之差異：（每小題 10分，共 20分） 

（GCA）、Specific combining ability（SCA） 

、Composite variety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掌握自交系雜交原理即可輕易解答 

自交系雜交講義 

【擬答】： 

某一個自交系與其他數個自交系交配後裔的平均表現，此即該自交系的一般組合力(GCA)；

而特殊組合力(SCA)係指某一自交系與另一自交系交配之雜交後裔的表現。組合力分析的目

的在於依據一般組合力及特殊組合力對親本及雜交組合進行評價，不僅可根據結果選擇有潛

力產育出優良 F1 雜種的自交系親本，以期選配出優勢組合。而一般组合力檢定之檢驗親為

自然授粉族群或合成品種；殊组合力檢定之檢驗親為安定優良自交系。 

合成品種(Synthetic variety)是將兩個以上的自花授粉作物的自交系進行雜交，然後將其種植在

特殊環境中繁殖出的分離混合群體，主要靠自然選擇篩選群體變異，逐漸形成的較穩定群體。

這種群休內植株個體基因型純合，個體間存在一定差異，但主要農藝性狀差異較小，是特殊

的異質純合群體。 

綜合品種(Composite variety)是一種特殊的異質雜合遺傳平衡群體，由一組經過挑選的自交系

採用人工控制授粉和在隔離區多代隨機授粉組成。綜合品種中的個體基因型雜合，個體間基

因型異質，但也有一個或多個代表本品種特徵的性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