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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嘗試利用極精密高速溫控樣品處理槽，

以及利用 TTC 活性檢測法，以快速開發並尋求種原

在超低溫冷凍與復溫過程中之最佳化處理程序的生

物多樣性種原超低溫保存技術。 

 

貳、研究方法 
本文以實驗方法分別將有浸泡過甘油之種子與

無浸泡過甘油之種子，經過降溫處理再復溫。再以

TTC 活力檢測法判斷其存活力。再經過脫水→滲蠟

→埋蠟後，使用迴轉式切片機，切成 8μm 的蠟帶，

再以二甲苯溶蠟於光學顯微鏡下觀察拍照，並照相

紀錄之。 

 

實驗條件 

實驗編號 
降溫速率 添加抗凍劑濃度 

實驗 1 -4℃/min 無, 0.2M, 0.6M, 1M 

實驗 2 -10℃/min 無, 0.2M, 0.6M, 1M 

實驗 3 -20℃/min 無, 0.2M, 0.6M, 1M 

實驗 4 -35℃/min 無, 0.2M, 0.6M, 1M, 3M, 5M

實驗 5 -50℃/min 無, 0.2M, 0.6M, 1M 

 

種子存活率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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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細胞圖 

 

 
低溫處理後之活細胞圖 

 

 
低溫處理後之死細胞圖 

 

参、結果與討論 
1﹒由實驗數據得知最佳存活率為降溫速率-35℃

/min、抗凍劑 5M 為 86％；最低的為降溫速率-10

℃/min 、抗凍劑 1M 為 56％。 

2﹒以降溫速率而言，-35℃/min 在各濃度上之存活

率最高；而-10℃/min 為最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