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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光蟲(Noctiluca scintillans)是一種異營性渦鞭毛藻，大小介於400-1000 µm，
受到外力時會發出藍色生物冷光(bioluminescence)每年 4 - 6 月大量出現於馬祖
周邊海域，而在2023年間也陸續發現台灣沿岸也會發現夜光蟲的存在，因此
我們想利用夜光蟲的SSU 序列來比較台灣沿岸及馬祖2020年至2022年間(內)介
壽澳的夜光蟲之間的親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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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37oC水浴 (20秒) X3

• 以PCR進行

材料與方法 討論

Yongbo Pan (2016)發現在同一地點採集到的夜光蟲，rDNA 

(18s,ITS & 28S) 基因組分析指出，夜光蟲細胞內基因組多樣性高於
細胞間基因組的多樣性，代表了夜光蟲基因組有高頻率的重組，也
代表夜光蟲有很頻繁的基因交流。
而在跨太平洋地區之間的顯著差異則表明基因交流受到地理因素限
制。因此，也顯示夜光蟲在全球分布有區域間的分化。
從Yongbo Pan (2016)提出的結論，可以進一步解釋我們的發現：

1.台南與高雄地理位置相近，但兩者之間品系差距較大：
可能因為兩地間的夜光蟲為都在於港口，地理位置較為封閉，產生
一定程度的地理隔離，所以他們之間的品系關係較遠。

2.工學院樣本裡有複數的系群，其中之一與加拿大品系相近：
因為在單一細胞內的基因組變異性較大，並且細胞間的基因交流較
為頻繁，所以不同地區的夜光蟲親緣關係較遠。所以其中與加拿大
品系相近的樣本，有可能是因為洋流或是壓艙水帶至當地。

3.在馬祖介壽澳口2020年至2022年出現的夜光蟲，在不同年份與時
間點的品系差距較大：
我們推測為受季節與季風的影響。不同時間點，是由不同地區移入
的夜光蟲族群組成。或是因不同季節有不同的環境因素，使當下的
夜光蟲品系與其他季節有所區分。

採樣地點

南竿地區

碧砂漁港
海大工學院
實驗室培養
台南清鯤鯓
高雄駁二大港橋
高雄光榮碼頭

NCBI編號 地點

GQ380592 香港清水灣

AF022200 加拿大

DQ388461 長島海灣

KR527305 中國北海市
北部灣KR527307

KR527313

膠州灣KR527316

KR527320

KR527325 廈門港

目的為破壞細胞取得DNA

3 / Ind• 每個well放入一些夜
光蟲，且放置1~2天

確認食泡內沒有任何餌料

結果

藍白篩
• Ligation – 使用pCR II-TOPO

• Transformation - 使用E.coli (DH5α)

大約1800 bp

• 純化(Elution)

結論

1.台南與其他系群差異最大。雖與高雄採樣地點相近，但因地理
隔離而基因組差距較大。
2.工學院的夜光蟲樣本中，發現有複數不同的系群，其一與加拿
大品系相近。
3.在不同時間點，發現在馬祖介壽澳口的夜光蟲來自不同的系群。
4.本次研究中有分辨出台灣沿海與馬祖之間的品系差異，但因使
用18s片段，解析度較差，未來預計會使用28s以及ITS來達成更
高的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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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加拿大品系相近

台南獨立一個系群
與其他樣本差距最大

馬祖(介壽澳口)
歷年採集的夜光蟲
(201229-220323)
有不同的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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