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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科技與鴨             蕭孟衿 

 

引言： 

餐桌上的鴨肉和生物科技有什麼關聯餐桌上的鴨肉和生物科技有什麼關聯餐桌上的鴨肉和生物科技有什麼關聯餐桌上的鴨肉和生物科技有什麼關聯？？？？ 

蛋黃除了供食用之外還可以做什麼蛋黃除了供食用之外還可以做什麼蛋黃除了供食用之外還可以做什麼蛋黃除了供食用之外還可以做什麼？？？？ 

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你吃的藥品可能來自鴨子你吃的藥品可能來自鴨子你吃的藥品可能來自鴨子你吃的藥品可能來自鴨子！！！！ 

 

一滴血決定命運一滴血決定命運一滴血決定命運一滴血決定命運 
  除非你吃素，不然一定吃過鹽水鴨、烤鴨、皮蛋和鹹蛋等鴨相關食品，可

是你知道現在的肉鴨和蛋鴨已經和你祖父母時代的鴨子不一樣了嗎？牠們有些

是體形變大了，有些是羽毛顏色變了，有些是變得更會生蛋了，這些都是育種學

家努力的成果。為什麼要育種？無非是想要得到經濟效益更好的品系，育種不是

給牠吃給牠住就好了，還必須測量分析收集到的資料，然後運用選種與交配，一

代一代改良性狀或減少不好的特質。 

 

 
傳統的育種方式，會經由外表型的測定來決定

留種與否，像是圖中我們進行大體型北京鴨選

育時，就會把體重較輕者淘汰（上）而較重者

留種（下）。 

 

 

 

 

 

 

 

 

 

 

 

 

 

 

 

 

 

    現今的科技已經走到一滴血就可以知道基因”組成為何”的地步了，血中的

DNA 可以告訴你未來得到癌症、中風或其它疾病的風險有多高，同樣的育種學

家只要家畜禽的一滴血，就可分析基因體中的分子遺傳標記，決定何者留下配種

何者去除淘汰，與傳統的育種相比，使用分子遺傳標記輔助育種選拔，不但可節

省人物力，還可縮短育種時程及改善選拔的效率，對於那些難以用傳統育種方式

選拔的性狀更是大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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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子的一滴血即可萃取出 DNA，供分析分子

遺傳標記用，所得到的訊息可以決定何者留下

配種何者去除淘汰，使用此技術可縮短傳統育

種的時程及改善選拔的效率。 

 

 

   

 

 

 

 

    當你看到雞、鴨、鵝等家禽時，應該一眼就可以判斷出羽毛顏色、皮膚顏色

或腳趾數目這些簡單的性狀，科學家稱它們為質性狀，質性狀只受一個或少數基

因所控制而且不容易受環境影響，這類的基因因為對質性狀具有完全或主要的操

控性，所以叫作主效基因；另外，像是產蛋數、體重和蛋重這種無法用肉眼辨識

且呈連續變異的性狀，就稱它們為數量性狀，數量性狀受到多個基因所控制，由

於每個基因對數量性狀皆有影響，相對來說每一基因的作用就較小，所以叫作微

效基因或又稱為數量性狀基因座(Quantitative trait locus，QTL)，許多重要的經濟

性狀就是屬於這類，傳統的育種方式要改良數量性狀較困難且耗時，而生物科技

的出現則為育種帶來了新希望。 

  分子遺傳標記分散在基因體中，往往與特定的基因有關聯，可用它來建構遺

傳圖譜以分析質性狀或數量性狀，就好像我們為了到達某一目的地，會利用地標

來定位一樣，影響性狀的基因就好比是目的地，而分子遺傳標記即是地標，只要

找到與經濟性狀相關連鎖的分子遺傳標記，將可應用在育種選拔上，這種基因型

的篩選具有不受環境影響、需要的樣品量少、可在早期繁衍下一代前完成分析等

優點，過去常用的分子標記系統有限制酵素片段長度多型性、隨機擴增多型性

DNA、擴增片段長度多型性及變異性重複序列等。現今對於許多作物和家畜禽

而言，分子遺傳標記輔助育種選拔已經是重要潮流，QTL 相關的研究與日俱增，

其中不乏成功推出市場的案例。 

在家禽 QTL 研究方面上以雞為多，而應用最多的分子標記系統是變異性重

複序列中的微衛星標記，微衛星標記是一段由 1~6 個核苷酸為單位組合成的重複

序列，遍佈整個基因體，其中核苷酸重複的次數會因個體而有所差異，即所謂的

多型性，微衛星遺傳標記具有突變速率快、分佈廣泛、不受天擇影響等特質，是

個理想的分子遺傳標記，而且它的再現性也較其它系統佳。2004 年科學家成功

完成雞的基因圖譜後，雞的另一新興分子遺傳標記系統「單一核苷酸多型性」，

以後起新秀之姿，應用前景大為看好，雖然單一核苷酸多型性的變異不像微衛星

標記那麼大，但是因為密集分佈在整個基因組中，數目比微衛星標記高出數十倍

到近百倍，因此更適合作為分子遺傳標記。 

鴨分子遺傳標記的開發遠落後於雞，直到近幾年才陸續有研究論文發表，

2006 年第一個鴨遺傳圖譜才被建立，以微衛星標記建構出 19 個連鎖群，約佔三

分之一的鴨基因體，而關於鴨的 QTL 研究，僅有兩篇論文於 2007 年發表在國際

期刊上，初步分析關於北京鴨屠體、肉質、體重和形態等性狀的 QTL，另外畜

試所宜蘭分所這幾年亦開始鴨隻微衛星標記之建立。鴨分子遺傳標記猶在起步階



科學發展 2008 年 12 月， 432 期  之文稿 

段，不管是微衛星標記或是單一核苷酸多型性，未來仍需更多的研究投入，才可

用實際應用於鴨經濟性狀的遺傳選拔上。 

 

 
分子遺傳標記分散在基因體的染色體上，往往與特定的基因有關聯，可用它來建

構遺傳圖譜以分析質性狀或數量性狀。我們可以把染色體想成高速公路，而不同

的里程數告示牌就好比分子遺傳標記，為了到達圖中之目的地(即經濟性狀之基

因)，你可以告訴人家它是在里程數 58 公里－標記 4 的附近。假設分析後得知標

記 4、15、37、78 與某一經濟性狀相關，即可將這些標記應用在育種選拔上。 

 

 
分子標記系統中的微衛星標記是一段由

1~6 個核苷酸為單位組合成的重複序列，

遍佈整個基因體，其中核苷酸重複的次數

會因個體而有所差異，即所謂的多型性。

圖中四欄分別代表不同個體，而每一藍色

波峰代表同一微衛星標記基因座中，因核

苷酸重複的次數不同所形成不同長度的

片段，不同長度的標記可以幫助我們分析

它與性狀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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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黃可以做什麼蛋黃可以做什麼蛋黃可以做什麼蛋黃可以做什麼？？？？ 
  想到蛋黃你會想到什麼？荷包蛋濃稠的蛋黃汁和月餅肉粽中紅紅的鹹蛋

黃，還是火鍋沾醬沙茶拌蛋黃的好滋味，想來想去可能都是吃的，但是蛋黃除了

拿來吃還有其它功用哦！蛋黃中除了膽固醇和多種營養素外，尚有一種巨分子叫

做抗體，現在利用生物科技的技術，可以從蛋黃中得到特殊專一的抗體，供科學

研究、醫療診斷和疾病治療用。 

 

 

利用生物科技的技術，可以從蛋黃中得

到特殊專一的抗體 IgY，做成各種研

究、診斷試劑及醫用藥品。 
 

 

 

 

 

 

 

 

 

什麼是抗體呢？當動物體遭受到外來物質如細菌、病毒入侵時，免疫系統就

會產生抗體保護身體，凡是會引起免疫反應的分子即稱為抗原，每一種抗體只會

辨識特定目標的抗原，也因為這項特性讓抗體 的應用性非常廣泛。如果想要得

到辨識某一抗原的抗體時，只要將純化的抗原打入動物體中，讓動物產生免疫反

應，然後收集血清中的抗體即可，得到的抗體可做成各種科學、診斷試劑和醫用

藥品。 

過去科學界和醫學界所使用的抗體大都自哺乳動物，但近幾年來禽類抗體卵

黃免疫球蛋白「IgY」日漸受到重視，早在一百多年前，人們就知道母禽血清中

的抗體會轉送到蛋黃以保護胚胎和剛出生的幼禽，1969 年文獻上首次提出將蛋

黃中唯一的抗體定義為 IgY，它的構造與哺乳動物的免疫球蛋白不同，利用禽類

生產所需的抗體有許多益處，因為與哺乳動物親緣關係遠，所以免疫反應強且可

有效排除干擾問題，避免與其它物質的交叉反應，減低偽陽性和偽陰性的可能，

增加準確度。 

  隨著動物福利意識的高漲，動物實驗的規範愈來愈嚴厲，而使用禽類的抗體

可以減少免疫接種動物的痛苦，不用犠牲動物以取得血清，只要收集禽蛋純化抗

體即可。另一方面，目前全球所面臨嚴重的抗藥性問題，也使得抗體療法愈發受

到重視，有研究發現 IgY 在保護劑山梨醇的作用下可耐酸，適合以口服治療細菌

或病毒引起的腸胃道感染之疾病，如輪狀病毒、腹瀉性大腸桿菌、葡萄球菌、假

單胞菌、幽門螺旋桿菌等引起的疾病皆已有成功的實驗報告。畜試所(2004 年)

也利用母雞成功產製了抗人類 71 型腸病毒的 IgY 抗體，且在小鼠模式的動物實

驗証實具有治療及預防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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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純化的抗原打入鴨子體中，讓牠產生免疫

反應生產所需的抗體。 

 

 

 

 

 

 

 

 

 

  目前 IgY 的生產大都來自免疫接種純化抗原的雞隻，但實際上鴨隻的 IgY

漸受矚目，鴨 IgY 的結構與雞有所差異，屬於截斷式的 IgY，分子量較小，結構

的特殊加上純化技術較雞純熟，使得鴨 IgY 潛力無窮。台灣已有生技公司成功的

以鴨 IgY 製造出醫療檢驗試劑，是全球第一個商業化成功且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

理局認證的禽類抗體來源的免疫學檢驗試劑，過去學術界和醫學界使用來自小

鼠、兔子、山羊、牛和馬等動物的抗體，成本較高，以鴨蛋製造這類抗體，將可

大幅降低成本。 

 

 

以鴨 IgY 製造出的醫療檢驗試劑，除了

免疫反應強外，還可有效排除干擾問

題，避免與其它物質的交叉反應，減低

偽陽性和偽陰性的可能性。 
 

 

 

 

 

 

 

圖片來源：顧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傳統製造抗體的方式在動物免疫接種時需要大量純化的抗原蛋白質，然而在

製造蛋白質的過程常會遇到細菌表現量太少、溶解度不佳以及純化產率差等問

題，有時也會因為污染物造成共免疫接種的現象而產生非必要的抗體，因此直接

將 DNA 接種到動物體上，讓 DNA 在細胞中表現蛋白質，誘發免疫反應產生抗

體，似乎可以開闢另一條明徑，理論上以此製作不同用途之抗體非常誘人，但用

在實驗鼠上卻因為產量低而受侷限，此外小鼠抗體也不能用於人的免疫治療，直

到最近法國國衛院的研究團隊成玏研發出將 DNA 接種到鴨隻，由鴨蛋黃生產高

力價的抗體 IgY，克服了上述的限制，也為醫療帶來新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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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新奇新奇新奇製藥製藥製藥製藥廠廠廠廠 
  你知道生病時吃的藥從何而來嗎？一般人可能認為不是經由化學合成就是

從植物中萃取，大概比較少知道有些藥物是來自微生物、礦物或動物，而來自動

物的藥物比例有逐漸增加的趨勢。隨著科學的進步，許多疾病的成因逐漸釐清，

參與其中機轉的一些分子陸陸續續被研發成新藥，它們大都是蛋白質，大都必須

經過轉譯後修飾如特殊的糖基化作用才會具有生物活性，一旦缺乏修飾療效就會

大打折扣，也有可能被當成外來的抗原而遭受到人體的免疫系統攻擊。 

要直接由人工合成具有活性的蛋白質並不容易，現在大部分是利用微生物和

細胞培養來生產所需的蛋白質，但是微生物做出來的往往沒有活性，細胞培養則

是有活性但是產量低且生產成本高，於是科學家就想如果有生物體可以像是工廠

一樣綿延不絶的製造蛋白質藥物多好呀？首先雀屏中選的就是具有乳腺的哺乳

動物，像是乳牛、山羊、綿羊和免子等，經由基因改造後牠們變成轉殖動物，可

以直接從乳汁中生產醫藥用的蛋白質，雖然這方面的進展不如預期的快速，但是

已有些產品到達臨床試驗的階段，有數個已經取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核准，

譬如治療遺傳性血管水腫新藥人類重組 C1 抑制物和人類重組抗凝血酵素，就是

來自於轉殖動物的乳汁。 

  最近還有科學家把腦筋動到基因轉殖植物上，想用葉子或種子製造醫藥用蛋

白質，它的優點包括了成本低、不會有哺乳動物的病原菌及病毒序列污染的問

題，但是動植物糖基化作用不同，必須想辦法克服，而如同基改作物所面臨的環

境問題一樣，如何有效防止轉殖基因散佈至野生族群也是個難題。雖然醫藥用蛋

白質的生產系統逐漸增加，一般還是認為商業化量產會是個瓶頸，於是又有科學

家想到何不使用雞鴨這些家禽呢？牠們世代間距較短、繁殖效率高，又會生蛋，

如果可以改造成基因轉殖家禽，我們只要每天收蛋，從蛋中純化醫藥用蛋白質，

豈不是更好，而且蛋內容物組成較簡單，有利於重組蛋白質的純化，成本又低於

細胞培養或轉殖哺乳動物系統。 

 

 
收集基因轉殖家禽所生的蛋，可從中純

化出醫藥用的蛋白質作為藥品。 

 

 

 

 

 

 

 

 

 

(圖中之鴨蛋非基因轉殖鴨所生) 

 

 

  基因轉殖家禽的潛在好處之一是糖基化作用時所使用的糖基相較於其它哺

乳類，與人類較相似，但這一點仍需更多的研究才能釐清；其二，有些人類蛋白

質對哺乳動物具有毒性，若用家禽則可避免此一情況；其三，因為蛋內容物屬於

無菌狀態，蛋白質在蛋白中相當穩定，因此重組蛋白質在蛋白中應該會有較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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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衰期。基因轉殖家禽好處多多，但目前仍有些問題待解決，家禽和哺乳動物先

天在生殖系統上就大不相同，家禽受精蛋產出時已達約 6 萬個細胞，同時還有蛋

白的包覆及蛋殼的構造限制，像是使用顯微注射將外源 DNA 注入受精卵中這種

用於產製轉殖哺乳動物的方法很難用在家禽身上，在許多家禽基因轉殖的方法

中，利用始基生殖細胞為媒介來產製性腺嵌合的基因轉殖家禽，是被公認相當具

有潛力的途徑之一，因為已有利用始基生殖細胞產製性腺嵌合家禽的報告，畜試

所已建立以始基生殖細胞來產製基因轉殖家禽的技術平台，且於 2002 年也成功

產製世界第一隻經菜鴨始基生殖細胞轉移到正番鴨的性腺嵌合公鴨。家禽基因轉

殖技術開發在世界各國尚屬實驗研發階段，不過隨著轉殖技術的進步，近年來已

有許多應用反轉錄病毒感染的方法，成功產製基因轉殖雞，並獲得具生物活性的

醫療用蛋白質，然而，由於社會大眾對於生物安全性的顧慮因素，採用非病毒載

體基因轉殖技術的研發仍受到科學界的重視，將來若能克服上述問題，那麼以家

禽生產藥品十分具有與其它系統競爭的潛能。 

 

 

畜試所於 2002 年成功產製世界第一隻

經菜鴨始基生殖細胞轉移到正番鴨的

性腺嵌合公鴨。 
 

 

 

 

 

 

 

 

圖片來源：畜試所劉振發先生 

 

 

  隨著生物科技一日千里的進步，相信在未來對鴨產業必定有更多更廣的應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