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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文摘要 

93年以扶桑、九重葛、杜鵑、野牡丹、馬櫻丹、瑪格麗特等六種作物照射
r射線，調查半致死劑量及生長阻礙發生率，以選定誘變率高之最適照射劑
量。試驗結果顯示每種植物之半致死劑量不同，同一種植物品種間之半致

死劑量也有所差異。依試驗結果選定最適照射劑量，扶桑‘大紅花’為

30Gy、商業品種「粉紅」為 20Gy、商業品種「黃」為 35Gy；九重葛‘台
北紅’為 10Gy、‘小品紅’為 20Gy；杜鵑‘平戶粉’‘金毛’‘霞紅’
皆為 50Gy；野牡丹‘紫牡丹’為 25Gy、‘原生粉’為 60Gy、‘巴西蒂牡’
為 60Gy；馬櫻丹‘紫花馬櫻丹’、商業品種「粉紅」及商業品種「黃」皆
為 30Gy；瑪格麗特‘情人菊’為 30Gy。預計明年度開始大量照射植株並
選拔優良單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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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文摘要 

The lethal dose 50(LD50) and the growth retard rate were investigated to find 
out the appropriate r-irradiation dose for mutation breeding in 6 plant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LD50 doses were deferent among the 6 plants. The LD50 
dose and growth retard rate was also different within cultivars in the same 
species. The result showed the appropriate r-irradiation doses. The appropriate 
doses in hibiscus cultivar ‘ Big Red Flower’ was 30Gy,  ‘Ping’ was 20Gy,  
‘Yellow’ was 35Gy. In brazil bougainvillea cultivar ‘Taipei Red’ was 10Gy, 
‘Simple Red’ was 20Gy. In rhododendron cultivar ‘Pin Ho Pink’, ‘Golden Hair’ 
and  ‘Shia Hon’, the appropriate doses were 50Gy. In melastoma candidum  
cultivar  ‘Purple ’ was 25Gy, ‘Native Pink’ and ‘Brazil Tibouchina’ were 60Gy. 
In Lantana camara cultivar ‘Purple Flower’ , ‘Ping’ and ‘Yellow’ were 30Gy. In 
chrysanthemum frutescens cultivar ‘Chrysaster’, the appropriate dose was 30Gy. 
We plan to do r-irradiation on more plants for mutation breeding and for 
well-perform individual plant selection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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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目的 

花卉產業在全球化的市場演變下，近年各國均不乏工商界積極投入開

拓的實例，而帶動花卉產業的蓬勃發展。其中新種類及新品種之花卉產品

的推出，符合商業經營法則中，多樣性商品化的開發策略，而益受重視。

花卉多樣化生產的基礎，除了以栽培手段創造新形式產品，花卉的育種和

相關的種苗業，隨著產業多樣化發展的浪潮，被拱為花卉產業的上游地位。  
在制定產業中長程發展目標時，身為產業上游的育種事業，如何更積

極的快速研發及育成足以強勢區隔市場的獨特種類或品種，才能永續保持

產業自主發展的爆發力。傳統的花卉、觀賞植物育種以選種及雜交育種為

主，過程冗長，然而符合當代育種的要求，除了掌握求新求變的消費特性，

尋找快速有效育出多變、獨特的品種的替代技術，亦為現代育種的當務之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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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緣起 
國內觀賞植物的商業生產，在全球相關市場的地位，雖處於跟隨發展

的弱勢地位，然若能加強從市場區隔、研發特色種類或品種及在育種技術

上，尋找快速突破瓶頸的利基點切入，應能避開被籠罩在荷蘭等花卉育種

大國競爭之陰影。故建立本土的「誘變育種」程序，例如以輻射照射用在

觀賞植物新品種的誘變，將是最可突破重圍的策略考量。 
其中又以景觀植物在觀光休閒被重視的現在及未來，更有其不可取代

的地位，而品種的多樣化更是挹助之利器。目前之景觀植物有絕大部份靠

無性繁殖，且不易用有性繁殖以改良後代，如扶桑、九重葛、杜鵑、野牡

丹、馬櫻丹、瑪格麗特等。對這些作物而言，輻射照射可說是有效之改良

品種的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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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執行方法與進度說明 

（1）半致死劑量之初步探求 
本試驗是以扶桑、九重葛、杜鵑、野牡丹、馬櫻丹、瑪格麗特等六種

作物之發根插穗每種作物 24株，於 93年 3月起陸續照射 0、25、50及 100Gy 
4 種劑量 r 射線，照射後置於噴霧扞插床健化 3 個星期後，定植於 3 寸盆
徑之塑膠容器，栽培介質以泥炭土：真珠石 3：1比例調製，定植後置於溫
室內施肥及管理，並於照射處理後 8 週統計各種植物之成活率，其結果如
表 1。 

 
（2）各植物品種間最適照射劑量之探求 

本試驗是以扶桑品種‘大紅花’、商業品種「粉紅」、商業品種「黃」；

杜鵑品種‘平戶粉’ ‘金毛’ ‘霞紅’；野牡丹品種‘紫牡丹’ ‘原生
粉’ ‘巴西蒂牡’；馬櫻丹品種‘紫花馬櫻丹’、商業品種「黃」、商業
品種「粉紅」；瑪格麗特品種‘情人菊’等 5種作物不同品種的發根插穗各
18株，依第一批照射之結果，於 8月照射，為求最適照射劑量探求的精確
性，本批照射處理縮小照射劑量為 0、15、25、35及 45Gy。九重葛則使用
‘台北紅’及‘小品紅’ 品種的發根插穗各 18 株，依第一次照射結果縮
小照射劑量為 0、5、10、15、25Gy。照射後置於噴霧扞插床健化 3個星期
後，定植於 3寸盆徑之塑膠容器，栽培介質以泥炭土：真珠石 3：1比例調
製，定植後置於溫室內施肥及管理，並於照射過後 8 週統計各種植物之成
活率及誘變率。 

由於誘變率之探求認定上有其主客觀之不同，本試驗採用生長阻礙發

生率以替代誘變率，即植株發生生長阻礙或葉片發育發生傷害，認定為發

生生長阻礙，並依植株發生數目佔全體植株比率求出生長阻礙發生率，其

結果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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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果與討論 

(1）半致死劑量之初步探求： 
本試驗以扶桑、九重葛、杜鵑、野牡丹、馬櫻丹、瑪格麗特之常見品

種，照射 0、25、50及 100Gy 4種劑量 r 射線，試驗結果發現扶桑‘大紅
花’以 25Gy照射後成活率為 80%，至 50Gy植株成活率降為 0%；九重葛
‘台北紅’以 25Gy照射後成活率為 15%，至 50Gy植株成活率降為 5%，
100Gy劑量下則全無存活；杜鵑‘金毛’ 對照組成活率為 50%，可能原因
是因為杜鵑幼苗期對介質高濕度適應不良所致，以 25Gy 照射後成活率為
66.67%，與對照組的差異應為植株間強健程度不同所造成，不宜認定為照
射的影響，至 50Gy 植株成活率降為 33.33%，100Gy 劑量下則全無存活；
野牡丹‘紫牡丹’ 以 25Gy照射後成活率為 100%，至 50Gy植株成活率降
為 50%，100Gy劑量下則全無存活；馬櫻丹‘紫花馬櫻丹’ 以 25Gy照射
後成活率為 100%，至 50Gy植株成活率則全無存活；瑪格麗特‘情人菊’
以 25Gy照射後成活率為 100%，至 50Gy植株成活率則全無存活(表 1)。 

綜合照射結果，扶桑、杜鵑、野牡丹、馬櫻丹、瑪格麗特等 5 種植物
之半致死劑量應是落於 0-50Gy 之間；而九重葛之半致死劑量應是落於
0-25Gy之間。 

 
 
表 1 不同 r 射線劑量對六種景觀植物成活率(%)之影響 

劑量(Gy) 
植物種類 

0  25 50 100 

扶桑‘大紅花’ 90 80 0 0 
杜鵑‘金毛’ 50 66.67 33.33 0 
野牡丹‘紫牡丹’ 100 100 50 0 
九重葛‘台北紅’ 50 20 0 0 
瑪格麗特‘情人菊’ 100 100 0 0 
馬櫻丹‘紫花馬櫻丹’ 100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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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植物品種間最適照射劑量之探求 
本試驗最適照射劑量之決定，以植物半致死劑量作為植物所忍受之最

高劑量推估，並配合生長阻礙發生率以推估植物最適照射劑量。 
 

1、扶桑： 
 

‘大紅花’以 25Gy劑量照射之成活率為 100%，而劑量提升到 35Gy，
成活率則降為 25%，故推估其半致死劑量為 30Gy。扶桑商業品種「粉紅」
以 25Gy劑量照射之成活率為 66.67%，而劑量提升到 35Gy，成活率則降為
16.67%，故推估其半致死劑量為 20Gy，以 35Gy 劑量照射成活率降為 0，
但 45Gy 劑量成活率上升為 16.67%，此種差異的產生應是採穗時枝條強健
程度不同，而使某些 45Gy 劑量處理的植株較為強健所致。扶桑商業品種
「黃」以 35Gy劑量照射之成活率為 58.33%，而劑量提升到 35Gy，成活率
則降為 16.67%，故推估其半致死劑量為 35Gy(表 2)。 

 
 
表 2 不同 r 射線劑量對扶桑成活率(%)之影響 
劑量(Gy)

品種 
0  15 25 35 45 

‘大紅花’ 100 100 100 25 0 
扶桑-粉紅 100 66.67 16.67 0 16.67 
扶桑-黃 100 83.33 66.67 58.33 16.67 

 
 
調查不同品種扶桑照射 r 射線後之半致死劑量對應之生長阻礙發生

率，‘大紅花’以求得之半致死劑量 30Gy照射，生長阻礙發生率為 100%，
故選定 30Gy為最適照射劑量；商業品種「粉紅」以求得之半致死劑量 20Gy
照射，生長阻礙發生率為 60-100%，故選定 20Gy為最適照射劑量；商業品
種「黃」以求得之半致死劑量 35Gy照射，生長阻礙發生率為 100%，故選
定 35Gy為最適照射劑量(表 3)。 

 
 
表 3 不同 r 射線劑量對扶桑生長阻礙發生率(%)之影響 
劑量(Gy)

品種 
0  15 25 35 45 

‘大紅花’ 0 25 100 100 100 
扶桑-粉紅 0 60 100 100 100 
扶桑-黃 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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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九重葛 
 

‘台北紅’以 10Gy劑量照射之成活率為 75%，而劑量提升到 15Gy，
成活率則降為 0%，故推估其半致死劑量為 10Gy。‘小品紅’以 15Gy 劑
量照射之成活率為 83.33%，而劑量提升到 25Gy，成活率則降為 0%，故推
估其半致死劑量為 20Gy(表 4)。 

 
 
表 4 不同 r 射線劑量對九重葛成活率(%)之影響 

劑量(Gy) 
品種 

0  5 10 15 25 

‘台北紅’ 83.33 58.33 75 0 0 
‘小品紅’ 100 100 91.67 83.33 0 

 
 
調查不同品種九重葛照射 r射線後之半致死劑量對應之生長阻礙發生

率，‘台北紅’以求得之半致死劑量 10Gy照射，生長阻礙發生率為 90%，
故選定 10Gy為最適照射劑量；‘小品紅’以求得之半致死劑量 20Gy照
射，生長阻礙發生率為 91.67-100%，故選定 20Gy為最適照射劑量(表 5)。 

 
 
表 5 不同 r 射線劑量對九重葛生長阻礙發生率(%)之影響 

劑量(Gy) 
品種 

0  5 10 15 25 

‘台北紅’ 0 75 90 100 100 
‘小品紅’ 0 66.67 73.33 91.6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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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鵑 
 

‘平戶粉’以 45Gy劑量照射之成活率為 77.78%，但其生長勢已有減
弱，故推估其半致死劑量為 50-100Gy。‘金毛’以 45Gy 劑量照射之成活
率為 66.67%，但其生長勢已有減弱，對照第一次照射之結果(表 1)，推估其
半致死劑量為 50Gy。‘霞紅’以 45Gy劑量照射之成活率仍有 94.44%，但
其生長勢已有減弱，故推估其半致死劑量為 50-100Gy之間，可能由於杜鵑
對 r 射線照射的耐受性較高，所以在 0-50Gy 劑量的處理間看不出差異(表
6)。 

 
 
表 6 不同 r 射線劑量對杜鵑成活率(%)之影響 
劑量(Gy)

品種 
0  15 25 35 45 

‘平戶粉’ 66.67 83 66.67 55.56 77.78 
‘金毛’ 88.89 72.22 66.67 72.22 66.67 
‘霞紅’ 66.67 83.33 94.44 83.33 94.44 

 
 
調查不同品種杜鵑照射 r 射線後之半致死劑量對應之生長阻礙發生

率，‘平戶粉’以求得之半致死劑量 50Gy 照射，其生長阻礙發生率為
100%，故選定 50Gy為最適照射劑量；‘金毛’以求得之半致死劑量 50Gy
照射，生長阻礙發生率為 100%，故選定 50Gy為最適照射劑量；‘霞紅’
以 45Gy以上之劑量照射，生長阻礙發生率為 100%，故選定 50Gy為最適
照射劑量(表 7)。 

 
 
表 7 不同 r 射線劑量對杜鵑生長阻礙發生率(%)之影響 
劑量(Gy)

品種 
0  15 25 35 45 

‘平戶粉’ 0 13.33 60 100 100 
‘金毛’ 0 15 100 82.22 100 
‘霞紅’ 0 28.89 34.44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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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野牡丹 
 

‘紫牡丹’以 25Gy劑量照射之成活率為 55.56%，而劑量提升到 35Gy
成活率則全無存活，故推估其半致死劑量為 25Gy。‘原生粉’45Gy 劑量
照射之成活率為 88.89%，35Gy 劑量成活率為 61.11%，其可能原因是‘原
生粉’對 r 射線照射的耐受性較強，成活率的差異是由於植體間強健程度
不同所致，推估其半致死劑量為 50-100Gy。‘巴西蒂牡’以 45Gy 劑量照
射之成活率為 88.89%，故推估其半致死劑量為 50-100Gy(表 8)。 

 
 
表 8 不同 r 射線劑量對野牡丹成活率(%)之影響 

劑量(Gy) 
品種 

0  15 25 35 45 

‘紫牡丹’ 100 88.89 55.56 0 5.56 
‘原生粉’ 100 100 83.33 61.11 88.89
‘巴西蒂牡’ 94.44 94.44 100 88.89 88.89

 
 
調查不同品種野牡丹照射 r 射線後之半致死劑量對應之生長阻礙發生

率，‘紫牡丹’以所求得之半致死劑量 25Gy 照射，其生長阻礙發生率為
100%，故選定 25Gy 為最適照射劑量；‘原生粉’以 45Gy 劑量照射，其
生長阻礙發生率為 100%，但未達半致死劑量，故先選定 60Gy為最適照射
劑量。‘巴西蒂牡’以 45Gy照射，生長阻礙發生率為 100%，但未達半致
死劑量，故先選定 60Gy為最適照射劑量(表 9)。 

 
 
表 9 不同 r 射線劑量對野牡丹生長阻礙發生率(%)之影響 

劑量(Gy) 
品種 

0  15 25 35 45 

‘紫牡丹’ 0 94.44 100 100 100 
‘原生粉’ 0 33.33 87.78 100 100 
‘巴西蒂牡’ 0 41.11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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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馬櫻丹 
 

‘紫花馬櫻丹’以 25Gy劑量照射之成活率為 91.67%，而劑量提升到
35Gy 成活率則降為 8.33%，故推估其半致死劑量為 30Gy。馬櫻丹商業品
種「粉紅」以 25Gy 劑量照射之成活率為 100%，而劑量提升到 35Gy，成
活率則降為 16.67%，故推估其半致死劑量為 30Gy。馬櫻丹商業品種「黃」
以 25Gy劑量照射之成活率為 61.11%，而劑量提升到 35Gy，成活率則降為
16.67%，故推估其半致死劑量為 30Gy(表 10)。 

 
 
表 10 不同 r 射線劑量對馬櫻丹成活率(%)之影響 

劑量(Gy) 
品種 

0  15 25 35 45 

‘紫花馬櫻丹’ 91.67 100 91.67 8.33 0 
馬櫻丹-粉紅 100 100 100 16.67 0 
馬櫻丹-黃 88.89 100 61.11 16.67 0 

 
 
調查不同品種馬櫻丹照射 r 射線後之半致死劑量對應之生長阻礙發生

率，‘紫花馬櫻丹’以求得之半致死劑量 30Gy 照射，生長阻礙發生率為
100%，故選定 30Gy 為最適照射劑量；商業品種「粉紅」以求得之半致死
劑量 30Gy照射，生長阻礙發生率為 5.56-77.78%之間，但考慮到成活率不
能太低，故選定 30Gy為最適照射劑量；商業品種「黃」以求得之半致死劑
量 30Gy照射，生長阻礙發生率為 100%，故選定 30Gy為最適照射劑量(表
11)。 

 
 
表 11 不同 r 射線劑量對馬櫻丹生長阻礙發生率(%)之影響 

劑量(Gy) 
品種 

0  15 25 35 45 

‘紫花馬櫻丹’ 0 33.33 100 100 100 
馬櫻丹-粉紅 0 0 5.56 77.78 100 
馬櫻丹-黃 0 11.11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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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瑪格麗特 
 

‘情人菊’由於夏季高溫影響，本次試驗之成活率較低，以第一次試

驗之結果推估，其半致死劑量為 30Gy(表 12)。 
 
 
表 12 不同 r 射線劑量對瑪格麗特‘情人菊’成活率(%)之影響 

劑量(Gy) 
品種 

0  15 25 35 45 

‘情人菊’ 41.67 41.67 33.33 0 0 
 
 
以所推估之半致死劑量 30Gy照射，其生長阻礙發生率為 100%，故選

定 30Gy為‘情人菊’之最適照射劑量(表 13)。 
 
 
表 13 不同 r 射線劑量對瑪格麗特‘情人菊’生長阻礙發生率(%)之影響 

劑量(Gy) 
品種 

0  15 25 35 45 

‘情人菊’ 0 0 100 100 100 
 
 
預計明年度將依本年度試驗之結果大量照射植株，並選拔優良突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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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扶桑商業品種「黃」未照射前開花 

 
圖 2扶桑商業品種「黃」照射後開花 

 
圖 3 馬櫻丹商業品種「粉紅」照射後花色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