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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究網路及廣告所提芭樂葉多酚會抑制唾液澱粉酶作用七，但

結果顯示多酚反能促進唾液澱粉酶催化作用，可能因其與干擾澱粉酶作用

的金屬離子結合。 

    我們不能因此推論攝取多酚會使人增胖，有其他機制和體內葡萄糖代

謝有關而影響體重，如多酚能抑制細菌，科學雜誌「Nature」十、十一指出腸

道中含促進養分吸收的厚壁菌門(Firmicutes)和抑制養份吸收的擬桿菌門

(Bateroidetes)，二者合佔腸道菌種 92.6％，且肥胖動物體內 Firmicutes 量遠

大於 Bateroidetes，而減肥過程中 Firmicutes 量漸少於 Bateroidetes 數量。 

    據結果多酚對取自屠宰場的豬小腸液菌有抑制效果，因樣本來自肥胖

豬隻腸液應富含 Firmicutes，芭樂葉多酚抑制到 Firmicutes，使人體吸收養

分能力變差而減重。 

                所以本研究發現多酚能促進減重的原因所以本研究發現多酚能促進減重的原因所以本研究發現多酚能促進減重的原因所以本研究發現多酚能促進減重的原因，，，，應從腸道菌落消長來探討應從腸道菌落消長來探討應從腸道菌落消長來探討應從腸道菌落消長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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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本研究會開始實驗的原因，是因為最近廣告上常出現「××牌」的流糖茶廣告，

標榜能減少醣類吸收，仔細看發現這種茶中含有「芭樂葉多酚」，並宣揚此化合

物有助於減少體內醣類吸收，出於好奇，我們便對「芭樂葉多酚」展開研究。 

貳、 研究目的 

(一) 研究芭樂多酚對人類唾液澱粉酶作用之影響 

  1.加多酚(實驗組)和不加多酚(對照組)之比較 

  2.多酚溶解在不同 pH 值之比較 

  空白實驗:自來水+多酚+本氏液 

(二) 研究芭樂葉多酚對豬腸液澱粉酶作用之影響 

  1.加多酚和不加多酚對照組之比較 

  2.多酚溶解在不同 pH 值之比較 

  空白實驗:自來水+多酚+本氏液 

(三) 研究多酚對酵母菌生長情形的影響 

(四) 研究芭樂葉多酚對牙垢菌、豬小腸菌之影響 

    1.加/不加多酚的培養基 VS 牙垢菌菌落生長情形 

    2.加/不加多酚的培養基VS豬小腸菌菌落生長情形 

(五) 研究金屬離子對多酚作用的影響 

  1.水中鈣離子對多酚作用的影響 

  2.水中銅離子對多酚作用的影響 

  

 參、研究器材 

豬腸液........................................... 2L 

芭樂葉多酚 (愛之味).................50g 

AGAR培養基(AGAR BACTERIOLOGICAL)30mg 

BHI培養基(BactoTM Brain Heart Infusion)16mg 

玉米粉(1磅) .............................1包 

本氏液(500ml)............................1罐 

pH計(Milwaukee，M-13239) ...........1個 

壓力鍋.........................................1個 

 人類唾液................................. .400ml 

二號砂糖....................... ............... 30g 

瓦斯罐 (妙管家，HKG-003) .................... 5罐 

瓦斯爐 (formosa，FMS-001C)................... 1台 

血清瓶 (Schott) ................................. 2個 

凡士林 (500g) .............. ............... 1罐 

鹽酸........................................... 36.5ml 

氫氧化鈉........................................ 4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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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驗步驟與方法  

 

一、研究芭樂葉多酚對人類唾液澱粉酶作用之影響(用水為自來水) 

    

((((一一一一) ) ) ) 加多酚加多酚加多酚加多酚((((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和不加多酚和不加多酚和不加多酚和不加多酚((((對照組對照組對照組對照組))))之比較之比較之比較之比較                                                                    

   

  本氏液的反應原理：(參考資料九) 

     還原糖和本氏液共熱就會產生氧化亞銅(Cu2O)沉澱，所以我們測量氧化亞

銅量，量愈多表示玉米粉溶液被分解成麥芽糖或葡萄糖越多，用來比較澱粉酶作

用情形。 

反應式如下: 

還原糖  氧化  有機酸      Cu
2＋ 

 
還原

    Cu＋(紅棕色) 
  

   (實驗組) 

1. 分裝 5ml多酚溶液(濃度為 6mg/5ml)至三支試管內 

2. 分裝 4ml的唾液和 5ml的玉米粉溶液(1％)。 

3. 將試管以 36.5℃保溫 30 分鐘後，再分別倒入 5ml本氏液，隔水加熱。 

4.  將溶液取出過濾，並將濾紙烘乾，秤其濾渣重。 

   (對照組) 

1. 分裝 5ml水至三支試管內。 

2. 其餘步驟同(實驗組)步驟 2~4。 

空白實驗: 

  1.取三支試管分別倒入 1ml 多酚溶液(濃度為 6mg/1ml)。 

  2.分別倒入 10ml 自來水及 5ml 本氏液，隔水加熱。 

  3.將溶液取出過濾，並將濾紙烘乾，秤其濾渣重。 

 

((((二二二二)))) 多酚溶解在不同多酚溶解在不同多酚溶解在不同多酚溶解在不同 pHpHpHpH 值之比較值之比較值之比較值之比較 :  :  :  :     

曾學過酵素反應會受酸鹼值影響，而唾液澱粉酶在約 pH7時作用最佳；為

避免結果是因唾液澱粉酶受 pH 值影響造成，而非單純多酚受 pH 值影響。

故多設一組【對照組】實驗，其餘步驟同上的二組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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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組) 

1. 取 3 組試管(一組三支)。一組各倒 5ml 1M鹽酸溶液；一組各倒等量 1M氫

氧化鈉溶液，另一組各倒等量的水。 

2. 分別倒入 60mg的芭樂葉多酚，搖勻後靜置 30 分鐘。再分裝 5ml的玉米粉

溶液(1％)，攪拌均勻。 

3. 將 3 組試管以 36.5℃保溫 30 分鐘。 

4. 分別倒入 5ml本氏液，隔水加熱。 

   5.  將溶液取出過濾，並將濾紙烘乾，秤其濾渣重。 

      註：pH計須先用 pH=4.0 和 pH=7.0緩衝溶液校正 

        (對照組) 

   1.  取 3支試管分別倒入 5ml的水，再分裝 5ml 濃度為 1％的玉米粉溶液，攪   

      拌均勻。 

   2.  其餘步驟同(實驗組)步驟 3~5。 

                                    

 

二、 研究芭樂葉多酚對豬腸液澱粉酶作用之影響(用水為自來水) 

    

((((一一一一))))加多酚加多酚加多酚加多酚((((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和不加多酚和不加多酚和不加多酚和不加多酚((((對照組對照組對照組對照組))))之比較之比較之比較之比較    

  空白實驗 

  1.取三支試管分別倒入 1ml 多酚溶液(濃度為 6mg/1ml)。 

  2.分別倒入 10ml 自來水及 5ml 本氏液隔水加熱。 

  3.將溶液取出過濾，並將濾紙烘乾，秤其濾渣重。 

 (實驗組) 

1.  取三支試管分別倒入 4ml豬小腸液和 5ml 玉米粉溶液(1%)。 

    2.  各加 5ml多酚溶液（6mg/5ml）。以 36.5°C 保溫 30 分鐘。分別倒入 5ml 

       本氏液，隔水加熱。 

3.  將各試管內液體過濾，烘乾濾紙，秤其濾渣重。 

                (對照組) 

        步驟同(實驗組)步驟 1~3，但不加多酚。 

 

 ( ( ( (二二二二) ) ) ) 多酚溶解在不同多酚溶解在不同多酚溶解在不同多酚溶解在不同 pHpHpHpH 值之比較值之比較值之比較值之比較 :                                             :                                             :                                             :                                                

    曾學過酵素反應會受酸鹼度的影響，而唾液澱粉酶在約 pH7時作用最佳；

為避免結果是因唾液澱粉酶受 pH 值影響造成，而非單純多酚受 pH 值影響。故

多設一組【對照組】實驗，其餘步驟同上的二組做比較。    

(實驗組) 

1. 取三組試管(一組三支)分裝濃度為 60mg/5ml多酚溶液 

2. 一組試管各加 5ml 1M的鹽酸溶液，一組試管加等量 1M氫氧化鈉溶液，

而另一組試管加入等量的水。搖勻靜置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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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別倒入 100ml水稀釋後再從稀釋液中取出 5ml 倒回原試管。 

4. 在各試管分裝入 5ml豬小腸液和 5ml 玉米粉溶液(1%)，以 36.5°C 保溫 30

分鐘。 

5. 取出過濾，烘乾濾紙，測其濾渣重。 

       註:pH儀須先用 pH=4.0 和 pH=7.0緩衝溶液校正 

    

(對照組) 

1. 分裝 5ml水至三支試管內。 

2. 其餘步驟同(實驗組)步驟 2~4。 

 

二、 研究多酚對酵母菌生長情形的影響 

 網路文獻(ref 二、四、五、十)提到多酚有抗氧化的效果，所以我們試驗多酚對酵

母菌生長情形的影響。 

    方法：測量酵母菌呼吸作用產生 CO2量。比較 CO2多寡觀察酵母菌生長情形。 

1. 做六組實驗器材:取單孔橡皮塞塞住錐形瓶口，接一玻璃彎管和橡皮管。 

2. 在 6個錐形瓶內分裝入濃度為 5％的二號砂糖溶液 100c.c。 

3. 分別倒入酵母粉 0.5g，其中三組再加入 400mg多酚。 

4. 以排水集氣法收集 CO2，上蓋壓克力板和倒立磁碗防止廣口瓶翻倒。 

5. 隔日測量 CO2量。(如圖一) 

圖一：測量酵母菌呼吸作用產生CO2量裝置
 

四、研究芭樂葉多酚對牙垢菌／豬小腸菌的影響(一組菌三個培養皿，觀察 5天) 

    ref 二、八提到多酚能抑制細菌生長，所以我們研究多酚對牙垢菌和豬小腸菌生 

    長的影響。 

1. 調二瓶培養液:(100ml 蒸餾水加 0.8gBMI和 1.5g的 AGAR 皆 400ml，一瓶加

400mg的多酚) 

2. 倒取適量加多酚/不加多酚培養基(約 20ml)各至二組培養皿(3個/組) 

3. 塗佈稀釋菌液(稀釋倍率:牙垢菌 105倍／豬腸菌 106倍)各培養二組。一組加

多酚，一組不加。以 36.5℃培養。 

4. 紀錄五天，牙垢菌／豬腸菌的數量變化及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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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金屬離子對多酚作用的影響 

※硬水濃度：44mg 氯化鈣/1L RO水 

唾液唾液唾液唾液::::水中鈣離子對多酚作用的影響水中鈣離子對多酚作用的影響水中鈣離子對多酚作用的影響水中鈣離子對多酚作用的影響    

  1.取三支試管分別倒入 1ml 多酚溶液(濃度 6mg/1ml)和 5ml 的硬水。 

  2.分別倒入 4ml 唾液和 5ml玉米粉溶液(1%)，以 36.5℃保溫 30 分鐘。 

  3.分別倒入 5ml 本氏液後隔水加熱。 

  4.將溶液取出過濾，並將濾紙烘乾，秤其濾渣重。 

  5.對照組  重複步驟 1.3.4. 

腸液腸液腸液腸液: : : : 水中鈣離子對多酚作用的影響水中鈣離子對多酚作用的影響水中鈣離子對多酚作用的影響水中鈣離子對多酚作用的影響    

  1.取三支試管分別倒入 1ml 多酚溶液(濃度 6mg/1ml)和 5ml硬水。 

  2.分別倒入 4ml 唾液和 5ml玉米粉溶液(1%)，以 36.5℃保溫 30 分鐘。 

  3.分別倒入 5ml 本氏液後隔水加熱。 

  4.將溶液取出過濾，並將濾紙烘乾，秤其濾渣重。 

  5.對照組  重複步驟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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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驗結果 

一、研究芭樂葉多酚對人類唾液澱粉酶作用之影響(見表一、圖二)) 

 (一)加多酚和不加多酚對照組之比較(單位:g) 

表一：有無多酚 vs.唾液澱粉酶作用量  (單位：g)  

 原 後 氧化亞銅量 平均 

酚 1 0.78 0.97 0.19 

酚 2 0.79 1.13 0.34 

酚 3 0.80 1.21 0.41 

0.31 

對 1 0.81 0.94 0.13 

對 2 0.83 0.95 0.12 

對 3 0.82 0.97 0.15 

0.13 

 

 

 

 

 

 

 

 

 

 

 

 

 

結果：:有加多酚的組別氧化亞銅量＞沒加多酚的組別。代表有加多酚後，玉米

澱粉分解成麥芽糖的比例增加。 

 

加多酚組別氧化亞銅量較沒加多酚的高。（ref 七）提到多酚會抑制澱粉酶作用，

與結果不符，推測可能因多酚和本氏液銅離子反應沉澱造成誤差。故增加空白實

驗做比較數據。 

 

空白實驗：(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 2位) 

0.73 0.83 0.10 

0.72 0.86 0.14 多酚+本氏液+自來水(單位:g) 

0.71 0.82 0.11 

0.12 

而「加多酚組別」和「不加多酚組別」沉澱量差異－「多酚+本氏液+自來水」沉

澱量＞0 

圖二：有無多酚 vs.唾液澱粉酶作用量 

00.050.10.150.20.250.30.35

口水(酚) 口水
氧化亞銅量

單位：g
 

唾液 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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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稀釋後鹼性溶液

(二)、pH 值差異: 

1.多酚+酸鹼溶液現象(圖三) 

圖三：多酚加入稀鹽酸溶液(左)及氫氧化鈉溶液(右)  
    稀釋前二者顏色差不多。加入稀鹽酸後，溶液上方會產生泡沫，搖晃 30 分

鐘後，加入 100ml的水稀釋觀察，發現多酚幾乎溶解在酸性溶液。而鹼性溶液，

在剛加入多酚時沒有反應，在稀釋後有沉澱物。  

2.稀釋後酸性溶液成茶色，鹼性溶液呈咖啡色。(圖四、圖五) 

圖四：稀釋後酸性溶液
  

2. 唾液的酸鹼值差異  vs. 有加多酚和沒加多酚比較結果(圖六): 

 

 

 

 

 

 

 

 

 

 

 

結果：�在鹼性的環境下，澱粉分解程度較其他兩種酸鹼值好，可能是唾液中的

澱粉酶在鹼性的條件下作用較佳。 

      �酸性的環境下，澱粉分解的程度又比中性環境佳。  

 

圖六：唾液的酸鹼值差異  vs. 有加多酚和沒加多酚 

00.050.10.150.20.250.3

口水(pH1.8) 口水(pH7) 口水(pH12.2)
氧化亞銅量 有酚無酚

單位：g 唾液 唾液 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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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芭樂葉多酚對豬腸液澱粉酶作用之影響(見表二、圖七) 

(一) 加多酚和不加多酚對照組之比較 

表二：有無多酚 vs.豬腸液澱粉酶作用量(單位：g) 

0.8050.810.8150.820.8250.830.8350.840.8450.850.855

腸液(酚) 腸液
氧化亞銅量單位：g

    

                

結果：有加多酚的組別氧化亞銅量高於沒加多酚的組別，表示有加多酚後，玉米

澱粉分解成麥芽糖的比例增加。 

 

空白實驗(單位:g) 

0.73 0.83 0.10 

0.72 0.86 0.14 多酚+本氏液+自來水 

0.71 0.82 0.11 

0.12 

（「加多酚組別」－「不加多酚對照組」）－（「多酚+本氏液+自來水」） 

的沉澱量<0 

 

 

 

 

 

 原 後 氧化亞銅量 平均 

酚 1 0.82 1.67 0.87 

酚 2 1.81 1.65 0.84 

酚 3 0.80 1.64 0.84 

0.85 

對 1 0.83 1.66 1.83 

對 2 0.84 1.58 0.74 

對 3 0.80 1.68 0.88 

0.82 

圖七：有無多酚 vs.豬腸液澱粉酶作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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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H 值差異（豬腸液的酸鹼值差異  vs.  有加多酚和沒加多酚） 

    

00.10.20.30.40.50.60.7

豬腸液(pH1.8) 豬腸液(pH7) 豬腸液(pH12.2)
氧化亞銅量 有酚無酚

單位：g
 

 

三、 研究多酚對酵母菌生長情形的影響(CO2量)(表三、圖八) 

 

表三：研究多酚對酵母菌生長情形(單位：ml)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總和 平均 

有加多酚 179 166 132 477 159  

沒加多酚 200 159 206 565 188  

圖八：研究多酚對酵母菌生長情形 

140145150155160165170175180185190195

有酚 無酚
二氧化碳量
單位：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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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芭樂葉多酚對牙垢菌及豬腸菌的影響 

6月 5日細菌生長情形： 

 

牙垢菌+多酚培養基１ 

 

牙垢菌+多酚培養基２ 

 

牙垢菌+多酚培養基３ 

 

牙垢菌+一般培養基１ 

 

牙垢菌+一般培養基２ 

 

牙垢菌+一般培養基３ 

 

豬腸菌+多酚培養基１ 

 

豬腸菌+多酚培養基２ 

 

豬腸菌+多酚培養基３ 

 

豬腸菌+一般培養基１ 

 

豬腸菌+一般培養基２ 

 

豬腸菌+一般培養基３ 

 

 

一般培養基菌落數(單位：10萬個) 

牙垢菌 1 牙垢菌 2 牙垢菌 3 豬腸菌 1 豬腸菌 2 豬腸菌 3 

29 10 40 2270 2120 2440 

添加多酚培養基菌落數(單位：10萬個) 

牙垢菌 1 牙垢菌 2 牙垢菌 3 豬腸菌 1 豬腸菌 2 豬腸菌 3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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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日細菌生長情形： 

 

牙垢菌+多酚培養基１ 

 

牙垢菌+多酚培養基２ 

 

牙垢菌+多酚培養基３ 

 

牙垢菌+一般培養基１ 

 

牙垢菌+一般培養基２ 

 

牙垢菌+一般培養基３ 

 

豬腸菌+多酚培養基１ 

 

豬腸菌+多酚培養基２ 

 

豬腸菌+多酚培養基３ 

 

豬腸菌+一般培養基１ 

 

豬腸菌+一般培養基２ 

 

豬腸菌+一般培養基３ 

 

 

 

一般培養基菌落數(單位：10萬個) 

牙垢菌 1 牙垢菌 2 牙垢菌 3 豬腸菌 1 豬腸菌 2 豬腸菌 3 

36 64 65 3720 2990 3340 

添加多酚培養基菌落數(單位：10萬個) 

牙垢菌 1 牙垢菌 2 牙垢菌 3 豬腸菌 1 豬腸菌 2 豬腸菌 3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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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7日細菌生長情形： 

 

牙垢菌+多酚培養基１ 

 

牙垢菌+多酚培養基２ 

 

牙垢菌+多酚培養基３ 

 

牙垢菌+一般培養基１ 

 

牙垢菌+一般培養基２ 

 

牙垢菌+一般培養基３ 

 

豬腸菌+多酚培養基１ 

 

豬腸菌+多酚培養基２ 

 

豬腸菌+多酚培養基３ 

 

豬腸菌+一般培養基１ 

 

豬腸菌+一般培養基２ 

 

豬腸菌+一般培養基３ 

 

 

 

一般培養基菌落數(單位：10萬個) 

牙垢菌 1 牙垢菌 2 牙垢菌 3 豬腸菌 1 豬腸菌 2 豬腸菌 3 

70 101 161 4090 3320 3700 

添加多酚培養基菌落數(單位：10萬個) 

牙垢菌 1 牙垢菌 2 牙垢菌 3 豬腸菌 1 豬腸菌 2 豬腸菌 3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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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8日細菌生長情形： 

 

牙垢菌+多酚培養基１ 

 

牙垢菌+多酚培養基２ 
 

牙垢菌+多酚培養基３ 

 

牙垢菌+一般培養基１ 

 

牙垢菌+一般培養基２ 
 

牙垢菌+一般培養基３ 

 

豬腸菌+多酚培養基１ 

 

豬腸菌+多酚培養基２ 
 

豬腸菌+多酚培養基３ 

 

豬腸菌+一般培養基１ 

 

豬腸菌+一般培養基２ 

 

豬腸菌+一般培養基３ 

 

 

 

一般培養基菌落數(單位：10萬個) 

牙垢菌 1 牙垢菌 2 牙垢菌 3 豬腸菌 1 豬腸菌 2 豬腸菌 3 

37 101 148 5460 3940 4350 

添加多酚培養基菌落數(單位：10萬個) 

牙垢菌 1 牙垢菌 2 牙垢菌 3 豬腸菌 1 豬腸菌 2 豬腸菌 3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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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9日細菌生長情形： 

 

牙垢菌+多酚培養基１ 

 

牙垢菌+多酚培養基２ 

 

牙垢菌+多酚培養基３ 

 

牙垢菌+一般培養基１ 

 

牙垢菌+一般培養基２ 

 

牙垢菌+一般培養基３ 

 

豬腸菌+多酚培養基１ 

 

豬腸菌+多酚培養基２ 

 

豬腸菌+多酚培養基３ 

 

豬腸菌+一般培養基１ 

 

豬腸菌+一般培養基２ 

 

豬腸菌+一般培養基３ 

 

※菌落過多無法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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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金屬離子對多酚作用的影響(單位：g) 

代號 原 後 相減 平均 

0.74 0.90 0.16 

0.73 0.87 0.14 A 本氏液+多酚+硬水 

0.73 0.92 0.19 

0.16 

0.81 0.94 0.13 

0.74 0.90 0.16 B 口水+本氏液+硬水+starch 

0.72 0.86 0.14 

0.14 

0.74 1.13 0.37 

0.79 0.99 0.20 C 
口水+本氏液+硬水+starch+多

酚 
0.65 1.02 0.37 

0.31 

0.77 1.37 0.60 

0.70 1.29 0.59 D 豬腸液+本氏液+硬水+starch 

0.72 1.28 0.56 

0.58 

0.74 1.37 0.63 

0.73 1.31 0.58 E 
豬腸液+本氏液+硬水+starch+

多酚 
0.71 1.30 0.59 

0.60 

C－B－A＝0.01＞0，且 D和 E差距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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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1. 在「有無芭樂葉多酚  VS.  人類唾液澱粉酶作用之影響」實驗中，加多酚

組別氧化亞銅量較沒加多酚的高。（ref.七）提到多酚會抑制澱粉酶作用，與

結果不符。又擔心可能因多酚和本氏液銅離子反應沉澱造成誤差，故增加空

白實驗校正數據。發現淨沉澱量仍為正值，表示多酚確實能幫助唾液澱粉脢

作用 

2. 在「多酚溶解在不同酸鹼值作用之比較」實驗發現，多酚在鹼性環境下作用

效果最好；而酸性效果之所以較中性好，可能是因其有較多 H＋幫助澱粉水

解 

3. 在「有無芭樂葉多酚對豬腸液澱粉酶作用之影響」實驗發現，雖然加多酚組

別沉澱量較沒加多酚組別多，但同「多酚對唾液澱粉酶作用影響實驗」的    

方法，增加空白實驗校正沉澱量為負值，推論可能因腸道裡 pH 值多為鹼性

此種澱粉酶在中性環境分解澱粉效果不佳。 

4. 在「多酚溶解在不同酸鹼值作用之比較」實驗發現，多酚在鹼性環境下較能

幫助豬小腸液澱粉酶作用。而中性比酸性環境作用效果佳，可能因豬腸液本

身偏鹼，故在酸性環境下，酵素作用較差。 

5. 據「芭樂葉多酚對酵母菌生長情形的影響」結果，加多酚組別所產 CO2量平
均少於沒加多酚組別，推論多酚對酵母菌有抑制效果。 

6. 根據實驗結果五，C－B－A＝0.01>0，表示多酚確實能幫助唾液澱粉酶作用。 

7. 根據實驗結果五，E和 D差距不明顯。我們推論可能因為腸液澱粉酶最佳作

用是在鹼性環境，所以中性下分解澱粉的效果沒那麼好。 

8. 實驗「芭樂葉多酚對牙垢菌及豬小腸菌」加多酚培養基無任何菌落，而一般

培養基菌落正常生長，推論多酚培養基有抑制牙垢菌與豬小腸菌效果。 

9. 據國家地理頻道一則影片「瘋狂實驗室第九集」，曾有科學家作過有關老鼠

腸道菌有無與老鼠餵食的食量、老鼠體重的關係實驗，結果發現老鼠體重高   

低會受到腸道內菌落消長影響，延伸到本實驗延伸到本實驗延伸到本實驗延伸到本實驗，，，，我們推論芭樂葉多酚可抑制我們推論芭樂葉多酚可抑制我們推論芭樂葉多酚可抑制我們推論芭樂葉多酚可抑制            

豬小腸道裡的細菌豬小腸道裡的細菌豬小腸道裡的細菌豬小腸道裡的細菌，，，，而達到減重的效果而達到減重的效果而達到減重的效果而達到減重的效果。 

10. 根據唾液「加/不加多酚對照組」的輔助實驗和實驗五比較結果，發現       

C－B－D沉澱量＜(口水+本氏液自來水+多酚)－(口水+本氏液+自來水 

+starch)－(本氏液加多酚加自來水)沉澱量，推論鈣離子會阻礙澱粉酶作用，     

而多酚和鈣離子結合力極強，使澱粉酶作用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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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1. 據加/不加多酚與空白實驗，發現有加多酚的組別產生氧化亞銅量較沒加多

酚的組別多。故推論「芭樂葉多酚能夠促進人類唾液澱粉酵素分解澱粉的作芭樂葉多酚能夠促進人類唾液澱粉酵素分解澱粉的作芭樂葉多酚能夠促進人類唾液澱粉酵素分解澱粉的作芭樂葉多酚能夠促進人類唾液澱粉酵素分解澱粉的作

用用用用」。 

2. 根據 pH 值差異實驗，在偏鹼性環境中，氧化亞銅量是最多的。故推論「芭芭芭芭

樂葉多酚在鹼性環境下較能將玉米粉溶液分解成麥芽糖樂葉多酚在鹼性環境下較能將玉米粉溶液分解成麥芽糖樂葉多酚在鹼性環境下較能將玉米粉溶液分解成麥芽糖樂葉多酚在鹼性環境下較能將玉米粉溶液分解成麥芽糖」」」」。在酸性時，氧化

亞銅量較中性時多，可能是溶液 H＋幫助澱粉水解。據加/不加多酚與空白實

驗，加多酚的組別氧化亞銅量較沒加多酚組別多，且扣除空白實驗後的沉澱

量卻為負值。故推論「芭樂葉多酚對豬腸道麥芽酶作用幫助效果不大芭樂葉多酚對豬腸道麥芽酶作用幫助效果不大芭樂葉多酚對豬腸道麥芽酶作用幫助效果不大芭樂葉多酚對豬腸道麥芽酶作用幫助效果不大」。 

3. 根據芭樂葉多酚對酵母菌生長影響的實驗，由於酵母菌行呼吸作用會產生二

氧化碳，而加多酚的組別產生的二氧化碳比沒加多酚的組別還少。故推論「芭芭芭芭

樂葉多酚對酵母菌生長有抑制效果樂葉多酚對酵母菌生長有抑制效果樂葉多酚對酵母菌生長有抑制效果樂葉多酚對酵母菌生長有抑制效果」。 

4. 根據加多酚的培養基對牙垢菌生長影響的實驗，發現有加多酚的培養基的抑

菌效果比沒加多酚的培養基明顯。故推論「有芭樂葉多酚的培養基有抑制牙有芭樂葉多酚的培養基有抑制牙有芭樂葉多酚的培養基有抑制牙有芭樂葉多酚的培養基有抑制牙

垢菌生長的效果垢菌生長的效果垢菌生長的效果垢菌生長的效果」。 

5. 根據加多酚的培養基對豬小腸道裡的細菌生長影響的實驗，發現有加多酚的

培養基抑菌效果比沒加多酚的培養基明顯。故推論「有芭樂葉多酚的培養基有芭樂葉多酚的培養基有芭樂葉多酚的培養基有芭樂葉多酚的培養基

有抑制豬小腸裡細菌生長的效果有抑制豬小腸裡細菌生長的效果有抑制豬小腸裡細菌生長的效果有抑制豬小腸裡細菌生長的效果」 

6. 根據科學雜誌 NATURE 十、十一，腸道內有促進人體吸收養分的厚壁菌門

(Firmicutes)和可抑制養份吸收的擬桿菌門(Bateroidetes)，二者共佔腸道菌種

92.6％，研究指出，肥胖的動物體內 Firmicutes 數量遠大 Bateroidetes，而肥

胖者在減肥的過程中發現 Firmicutes 數量逐漸減少到小於 Bateroidetes 的數

量。推論「芭樂葉多酚極可能抑制到肥胖豬隻腸到內芭樂葉多酚極可能抑制到肥胖豬隻腸到內芭樂葉多酚極可能抑制到肥胖豬隻腸到內芭樂葉多酚極可能抑制到肥胖豬隻腸到內 FirmicutesFirmicutesFirmicutesFirmicutes 菌的生長菌的生長菌的生長菌的生長，，，，

或許就是因此可以使人體體重下降或許就是因此可以使人體體重下降或許就是因此可以使人體體重下降或許就是因此可以使人體體重下降」。 

7.7.7.7. 根據唾液「加多酚和不加多酚對照組」的輔助實驗和實驗五比較結果，推    

論鈣離子對澱粉酶作用有抑制的效果，再搭配多酚會和鈣離子結合的結果。

推論「「「「芭樂葉多酚芭樂葉多酚芭樂葉多酚芭樂葉多酚硬水裡可能會與干擾澱粉酶作用的金屬離子結合硬水裡可能會與干擾澱粉酶作用的金屬離子結合硬水裡可能會與干擾澱粉酶作用的金屬離子結合硬水裡可能會與干擾澱粉酶作用的金屬離子結合，，，，所以會所以會所以會所以會

幫助唾液澱粉幫助唾液澱粉幫助唾液澱粉幫助唾液澱粉的的的的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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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相當引人涵意，執行之構思亦相當完整，是一篇具相當創意的作

品。但是結論所依據之數據之值較小，需要有足夠的數據可靠性分析

以支持所下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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