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師指導學生專題製作與論文競賽補助 成果報告 

一、 申請補助計畫基本資料 

申請教師 黃祥恩 核定經費 10000 元 

單位系所 生命科學系 經費執行情況 

□已請購核銷完畢 

□尚未請購核銷 

□經費餘款            

計畫執行 

年度/學期 

  110 年度  2 學期 參賽期程 
  111 年 4 月 30 日~  111 年 4 

月  30 日 

參加競賽/學術

活動名稱 

110年度植物病理學

會之年會暨會員大

會  

作品名稱 

利用次要型光合作用型硫鐵蛋白基因 

Atfd1 提升番茄對青枯病菌 Ralstonia 

solanacearum 及熱逆境的抵抗能力 

指導參賽學生

姓名 
方彣綺 班級 生科四 

競賽性質 

□國際性 

□校際  

□校內(院級以上) 

參賽地點 國立台灣大學(線上課程) 

系所主管 

簽章 
 日期  

學院院長 

簽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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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賽作品：(論文摘要或作品說明) 

利用次要型光合作用型硫鐵蛋白基因  Atfd1 提升番茄對青枯病菌  Ralstonia 

solanacearum 及熱逆境的抵抗能力─ 方彣綺 1、張慶安 1、黃祥恩 1 ( 1國立臺東大學生

命科學系) 

Using minor-type photosynthesis ferredoxin gene Atfd1 protected tomato from bacterial wilts 

pathogen Ralstonia solanacearum and heat stress. ─  FANG, W. C.1, CHANG, C. A.1, 

HUANG, H. E.1 (1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植物在生長過程經常會遭遇許多生物及非生物等逆境的侵擾，在過去的研究中發現，

循環電子傳遞 (Cyclic electron flow, CEF) 的啟動可以幫助植物抵抗生物及非生物等逆

境。因此在本實驗中利用農桿菌將阿拉伯芥的次要型硫鐵蛋白 Atfd1 基因增量表現於

番茄中，實驗過程中分別獲得了 166 倍高表現量 OEH-3B-13-25 及 4 倍低表現量 

OEL-16-7-2 的兩個同型合子的 T3 基因轉殖品系。該兩個高、低不同表現量的 Atfd1 

基因轉殖株之光合作用效率 (F0/Fm) 都有明顯降低的現象；乙烯的生合成關鍵酵素 

LeACO (ACC oxidase) 在兩個不同基因轉殖株中，均會明顯地下調，而其他乙烯生合成

基因  LeACS (ACC synthase) 及訊號傳訊蛋白如  LeEIN2 (Ethylene insensitive 2) 及 

LeERF1 (Ethylene response factor 1) 則沒有明顯的差異。但是在高表現量的基因轉殖株

中， LeACS 基因的表現量還是有少許的增加。顯示在基因轉殖株中，ACC 相關的抗

性路徑可能已經被啟動，另外在生長激素相關的基因 IAA-1 則出現下調的結果，而離

層酸生合成相關基因 ABA2 則沒有明顯差異，水楊酸及茉莉酸相關抗病路徑的標記基

因 LePR1 與 LeCOI1 則會同時受到提升。此兩個基因轉植株均呈現出對於青枯病菌 

Ralstonia solanacearum Radish 4 (Rd4) 及高溫逆境有比較高的抵抗能力。因為基因轉殖

技術在台灣並未被大部分的消費者喜愛，因此後續的實驗將利用嫁接的技術來調控植物

的抗性。初步實現結果顯示，基因轉殖株的接穗可以成功的在非基因轉殖植株上生長，

而且嫁接成功之後，基因轉殖株接穗內的光合作用效率也能被有效的提升。後續實驗將

繼續追蹤嫁接後基因轉殖株的外源性 Atfd1 是否有辦法提升非基因轉殖株對於病菌和

高溫逆境的抵抗能力。 

 

 

 

 

 

 

 

 

 

 



 

3 

三、 參加之競賽活動：(請依據參加活動次數，附上相關活動簡章或海報、議程與參加證

明等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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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賽準備與活動記錄 

 

※請附文字說明與 4-6 張活動照片（無照片則免附） 

 
圖說明：其他參賽者的報告 (一) 

 

圖說明：本次報告者 正在線上報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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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明：團體合照(一) 

 
圖說明：論文宣讀辦法(一) 

 
圖說明：認真聽取線上報告 (一) 

 

圖說明： 

五、 參加競賽成果 (參賽證明、得獎證明或學生心得) 

生命科學系 生科四 方彣綺 (本次報告者) 

今年的臺大植病學會年會令我印象深刻，除了我是其中的論文宣讀報告者外，

也因為疫情的關係，改成遠距線上報告的方式。經過這次的報告前準備，學習

到如何彙整資料，然後以專業簡單明瞭的方式和大家分享，也在其中訓練口說

的表達，以及對於提問者的問題解讀並針對回應。在聆聽眾多報告者的論文宣

讀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報告為「水楊酸如何幫助百合防禦蛋白 LsGRP1 介導

植物抗性」，報告者的分享讓我更加了解 SA 的路徑及在其抗性在植物中的重要

性，也認識了百合中的防禦蛋白 LsGRP1 是如何介導植株抗性，藉此從中也學

習到報告者的簡報呈現和表達方式。最後，透過這次的研討會，讓我更加清楚

自己的實驗架構且可以有條理介紹說明，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棒且特別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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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系 生科四 王宣懿 

這次研討會因為疫情的關係，變成以線上的方式進行，這讓我有點失望，因為

去年的現場和今年的線上差太多了。今天讓我覺得很混亂： 

1. 報告者不熟練 google meet 的使用，導致開始計時但沒有成功分享 ppt 給觀

眾看，後面都沒有報完。2.  報告題目和摘要太晚收到，變成當天邊聽別人報告

還要分心查下一個有興趣的題目及摘要。3.報名費一樣收 200 元，但是沒有現場

得小茶點，也沒有紙本摘要可以保存。 

撇除這些不方便，這次的研討會讓我學到很多東西，因為我這學期有一堂書報

討論是要讀 paper 並分享給修課的同學，剛好有一些不了解的部分，在這次研討

會就聽到來自不同地方的前輩分享他們的研究，讓我在參加研討會的同時，順

便解決我的疑惑，超值得的。 

希望疫情能趕緊結束，讓明年的研討會不再是線上舉行，這樣實在太不方便

了！ 

生命科學系 生科三 張慶安 

這次參加植物病理學會的研討年會是線上舉行，很可惜無法感受到現場討論、

觀摩大家分享在病理學上的發現及研究結果，但在研討會中仍受益良多，研討

會中的參與人士有許多是來自各個學校的植物學系、植物醫學系的學生，也有

許多在農業改良場等相關機關上班的研究人員，發表了許多台灣在地農業中遇

到的病害及研究，並給予出相應建議的解決辦法，讓我想起大二時修習過的植

物病理學課程，也是走訪台東在地的農地、訪問農民該農地的病蟲害等狀況，

並採有病害的植物樣本回實驗室利用柯霍氏法則分離並鑑定致病菌，植物病理

學會中的研究人員也大多是利用此方法，但相較之下他們的分析等手段比我們

所做的更加專業，使我們能夠從中學習並給予更加學習、進步的方向，總體而

言研討會讓我見識更加寬廣、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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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系 生科三 楊蕙瑜 

研討會心得： 

很高興這次可以參加這次的研討會，雖然是以線上的方式舉辦，但還是聽到了

許多很精彩又豐富的報告，而且植病學會有很清楚整理出每一個人要報告的題

目，讓有參與的會友都可以挑選自己有興趣的方向去聆聽，我覺得非常的棒，

還有在每一間的 google meet 的房間中都有主持人維持整體的秩序，讓報告者可

以很順的一直接下去，我覺得整體的流暢度還蠻好的，雖然有時候報告者會有

技術上的失誤導致的時間很趕，但最後都有完整的報告完成，也是很厲害，其

中裡面也有許多在農試所的前輩們分享了很多他們的研究，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一個在農試所服務的報告者，他的報告內容是有關台中霧峰那邊的菇舍發現

有生長異常的草菇，在這個報告中我了解到了蠻多草菇等生產情形以及生長模

式，還有疑似草菇病原菌的分離，我覺得不管是步驟還是內容都讓我覺得非常

的詳細和豐富，不過最後還是希望可以參加實體的研討會，因為感覺這樣比較

有參與感。 

生命科學系 生科二 楊紹雍 

這次的植物病理學年會研討會我觀摩的是細菌病毒線蟲組的研究分享，會選擇

這個組別是因為，其研究內容與我選修的植物病理學課程有許多相似之處，因

此希望在參與研討會的過程中，除了累積經驗，也可以與我現在所學能有所關

聯。 

雖然每個研究主題都不一樣，但有很多篇的研究動機都相同，皆是從農民那獲

得病徵後，接著鑑定確認病原，然後尋找有效的防治方法，這和我正在學習的

植物病菌分離和鑑定實驗非常相似，因此就算有許多實驗方法是我沒有學過或

聽過的，但我也能大致可以理解這些數據所代表的意義，這使我在聆聽報告

時，即便沒辦法完全聽懂，也不至於一頭霧水，完全沒有頭緒。很高興有這個

機會能夠參與今年的植物病理學年會研討會，雖然很可惜的因為疫情被迫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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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形式舉行，但聆聽的過程能與課程連結並學以致用，使我非常的有參與感

也獲益良多，期待明年能有機會以現場的方式參與這場盛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