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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農業技術 

科  目：作物改良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鐘 

邱哲老師 

一、請翻譯並試述各名詞在育種上的意涵：（每小題４分，共２０分） 

Inversion 

Top cross 

Heterosis 

Essentially derived variety(EDV) 

Emasculation 
 

★★★(最難 5顆★) 

了解專有名詞定義即可得分 

【擬答】： 

染色體倒位（Chromosomal inversion）為生物細胞中染色體某段序列前後倒置、使核苷酸序列

排列相反的天然突變。 

頂交(Top cross)是指選用遺傳基礎廣泛的品種羣體作為測驗種測定自交系的配合力。 

雜種優勢是雜合體在一種或多種性狀上優於兩個親本的現象。例如不同品系、不同品種、甚至

不同種屬間進行雜交所得到的雜種一代往往比它的雙親表現更強大的生長速率和代謝功能，從

而導致器官發達、體型增大、產量提高，或者表現在抗病、抗蟲、抗逆力、成活力、生殖力、

生存力等的提高。這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現象。 

實質衍生品種的定義僅在於品種間遺傳組成的相似程度，至於用何種手段來衍生出新品種，則

並不在考慮之列。就目前的各種育種技術而言，誘變育種、回交育種、基因轉殖、以及異交作

物的族群選拔等比較容易得到實質衍生品種，經由雜交後選拔的方式較不會。 

在作物雜交育種和雜種優勢利用中，為了配製雜交種，用一定的方法去掉母本雄蕊的方法，稱

為去雄。去雄（emasculation）即除去雄蕊的花，準備人工雜交授粉的技術措施。 

二、 請說明作物之八大起源中心及其次中心。(10 分) 

寫出下列各商品其主要原料之作物起源中心。 

美國黃豆 

西洋櫻草 

西瓜 

中國南瓜 

紐西蘭奇異果 
 

★★★(最難 5顆★) 

了解講義八大起源中心即可得分 

【擬答】： 

八大大起源中心： 中國-東亞中心：該中心包括中國中部和西部山嶽及其毗鄰的低地。起源的

作物主要有黍、稷、粟、高粱、裸粒無芒大麥、蕎麥、大豆、茶、大麻、苧麻等。 印度中

心：該中心包括緬甸和阿薩姆（印度東部的省）。起源的作物主要有水稻、綠豆、飯豆、豇

豆、甘蔗、芝麻、紅麻等。 印度馬來亞區 該中心包括馬來亞群島，一些大島嶼如爪哇、婆

羅州、蘇門答臘以及菲律賓和中南半島。起源的作物有薏苡、香蕉等。 中亞細亞中心：該中

心包括印度西北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及天山西部。起源的作物如普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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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密穗小麥、印度圓粒小麥、豌豆、蠶豆、非洲棉等。 西亞中心：該中心包括小亞細亞、

外高加索、伊朗和土庫曼斯坦高地。起源的作物如粒小麥、二粒小麥、黑麥、葡萄、石榴、胡

桃、無花果、苜蓿等。 地中海中心：包括甜菜在內的許多蔬菜作物和許多古老的牧草作物都

起源於此，這裡也是小麥、粒用豆類的次生起源地。 衣索比亞中心：該中心包括衣索比亞和

厄立特里亞山區。小麥、大麥的變種類型極其多樣。這裡的亞麻既非纖維用也非油用，而是以

種子制麵粉的特有類型。 南美和中美起源中心：該中心包括安的列斯群島，存在著大量玉米

變異類型，陸地棉起源於墨西哥南部。甘薯、番茄也起源於此。 南美中心(秘魯-厄瓜多爾-

玻利維亞)：該中心有多種塊莖作物，包括馬鈴薯的特有栽培種。 智利中心 該中心重要的物

種有木薯、花生和鳳梨。 巴西-巴拉圭中心 該中心主要有花生、可哥、橡膠樹等特有種 

中國 

西亞中心 

非洲 

南美和中美 

印度馬來亞區 

三、如果你已育成一 F1 品種，但手頭上無雄不稔系，請問如何獲得並確認為何種類型之雄不稔?

請說明導入一種類型的雄不稔至你所育成品種之程序。(20 分) 
 

★★★★(最難 5顆★) 

了解雄不稔系雜交時相關步驟即可得分 

【擬答】： 

測試 F1 為哪種類型的雄不稔所產生，首先觀察田間 F1 的稔性，若雜交 F1 為雄可稔，其基因

型可能為 SMSms，SMSMS，NMSMS，NMSms 和 Nmsms。將 F1 自交一次，若全稔，則 F1

基因型為 SMSMS，NMSms，Nmsms 及 NMSMS，SMSms 的基因型可排除。若 F1 自交一半

呈雄不稔，代表 F1 基因型 SMsms 或 Msms。此時將 F1 為母本與基因型 Nmsms 父本雜交，若

可得雄不稔之後代，代表該 F1 品種為核質互作雄不稔型；反之，以 msms 為父本可得雄不稔

之後代，則為核雄性不稔型。或是分離 F1 的細胞核及細胞質，將 F1 細胞質替換到一基因型

為 Nmsms 的可稔植株細胞上，並組織培養令其長成一完整植株，若使其由可稔變為不可稔，

即代表 F1 是為核質互作雄不稔產生而來。相反，若 F1 不是核質互作雄不稔產生而來，替換

細胞質則不會有稔性改變，即 F1 為核不稔性產生而來。另一種較快速的檢測方式為 DNA 分

子標誌，如細胞質雄不稔的主要因素與粒線體和葉綠體密切相關。在粒線體和葉綠體上的一些

嵌合基因可被用作為分子標誌，以檢測品種的雄不稔性。 

在生產商業品種時，通常都會要求種子純度高，作物品種有多種優良特性，如產量高，品質佳

，抗病蟲害等特性。因此多以自交糸或純系雜交得到有雜種優勢之 F1 種子，因此雄不稔性成

為一個重要的性狀，雄不稔性可用於 F1 雜交種子之生產，且不需經過人工除雄，節省人力物

力，降低生產成本，且提高種子產量及品質。 

四、請說明混合選種法(Mass selection)的方法及運用在自交作物與異交作物的差異與內涵。(20 分) 
 

★★★(最難 5顆★) 

了解混合選種理論即可得分 

【擬答】： 

混合種的方法可以應用在自交(self-fertilizing)及異交(cross-fertilizing)之蔬菜作物。通常，根據外

表型，從一品種之異結合族群(heterogeneous population)中選出優良植株，再將選之種子混合在一

起，此一族群就成為近似純系之混合體(mixture of almost similar pure lines)。具高遺傳性之性狀，

不易受環境影響，混合選種的成效較大。但當族群的變異性已經很小，混合選種的成效則相對地

變小。混合選種的過程，乃是將選獲之種子種植於隔離區中，並令其天然授粉(open pollination)

。從族群中選出 5~10%最高產量之植株，再由每一選株取出等量之種子混合以為下一世代所需

之種子。每年重複這些相同之步驟。在每一循環選拔中可與原始品種進行產量比較試驗,以評 估

選拔效果。由於作物近親交配劣勢(inbreeding depression)的現象非常普遍，因此所選植株的最少

量也必須有所限制。一般而言，如果所選植株數太少，產生的族群就容易很快地即有退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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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作物種類、近親交配劣勢的程度以及自交不親和性(self-incompatibility)的反應而定，通常所

選植株數最少不得低於 20~25。一般實施混合選種並沒有作後裔檢定(progeny test)，自花授粉作

物行後裔檢定，及由其衍生之各後裔繼續研究遺傳及育種行為，可以評估出選株之基因型，以了

解選株是同型結合性(homozygosity)或異型結合性(heterozygosity)。 

五、就 Genome map 而言，有 physical map 及 genetic map 兩種，請舉例其類型並說明兩者之間在

運用上的差異。(20 分) 
 

★★★★★(最難 5顆★) 

需了解物理圖譜及基因圖譜才能得分 

【擬答】： 

物理圖譜(physical map)是分子生物學中用於通過 DNA 標記查找 DNA 鹼基對之間的順序和物

理距離的技術。它是一種可以高精度確定 DNA 鹼基對序列的基因作圖技術。基因作圖(genetic 

map)是基因作圖的另一種方法，可以提供物理作圖所需的標記。然而，由於前者通過重組頻率

推斷相對基因位置，因此不如後者準確。物理繪圖使用 DNA 片段和 DNA 標記來組裝更大的 

DNA 片段。通過片段的重疊區域，研究人員可以推斷出 DNA 鹼基的位置。有不同的技術可以

可視化基因位置，包括體細胞雜交、輻射雜交和原位雜交。物理作圖的不同方法可用於分析不同

大小的基因組並實現不同水平的準確度。低分辨率和高分辨率作圖是基因組各種分辨率的兩類，

特別是對於染色體的研究。物理作圖的三種基本類型是熒光原位雜交 (FISH)、限制性位點作圖

和克隆測序。物理作圖作為基因組分析中的一種常見機制，其目標是獲得完整的基因組序列，以

推斷目標 DNA 序列與表型性狀之間的任何關聯。如果知道控制某些表型的基因的實際位置，

就可以通過提供預防建議和開發新療法來解決育種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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