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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針對珠光裳鳳蝶 Troides magellanus不同地理區的亞種族群進行取樣，取

得蘭嶼族群樣本 16隻，菲律賓樣本 3隻，期能建立蘭嶼珠光裳鳳蝶族群的遺傳多

樣性，並探討其遺傳獨特性及其與鄰近地區亞種之基因交流情況，作為族群封閉性

評估依據，以提供後續保育策略之制定。目前完成 19個樣本粒腺體 DNA COI gene 

定序及珠光裳鳳蝶轉錄組(transcriptome) 30,324,515bps 功能基因之序列資料，並

設計 39組微衛星體 DNA(microsatellite DNA,or SSRs)引子，其中成功測試可 PCR

放大者有 35組，可跨物種使用於同屬之黃裳鳳蝶者共 10組，並測試出 10組 SSRs

引子放大之基因座有對偶基因多型性，未來可探討不同族群間之基因檢測。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focused on genetic diversity between different populations of 
Troides magellanus. We want to know whether individuals on Lanyu Island carry unique 
genetic property or have frequently gene flow with subspecies on Philippines. Nineteen 
individuals were got from Lanyu Island (n=16) and Philippine (n=3). Mitochondrial 
COI gene were sequenced. We also set up the transcriptome data (30,324,515bps of 
functional gene sequences). 39 pairs of primers of microsatellite DNA (or SSRs) were 
designed and tested. 35 pairs of them are amplifiable and 10 pairs were amplifiable in 
Troides aeacus formosanus. Finally, ten SSRs loci are polymorphic within Troides 
magellanus and will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gene flow between different populations in 
the future. 
關鍵詞 Keywords： 
珠光裳鳳蝶、轉錄組、微衛星 DNA、基因交流 
Troides magellanus sonani, transcriptome, microsatellite DNA, gene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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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完成珠光裳鳳蝶之轉錄組(transcriptome)資料，不僅可設計 ESSRs

引子評估蘭嶼和菲律賓族群間的基因交流情況，確認蘭嶼族群封閉與否，

在保育遺傳上具前瞻性。此外，有 10組 ESSRs可跨物種使用於黃裳鳳蝶，

本研究成果不僅可應用於珠光裳鳳蝶，也確認可使用在黃裳鳳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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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及應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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