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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動機 

 

 

 

 

 

 

 

 

 

 

參、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探討經篩選過後的中藥對於生長於人類生活中的黴菌的抑制效果，以

期找出便宜、無污染、抑制率高的天然藥草取代非天然製品。以下為探討目標： 

一、研究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及雞冠花抑制麵包黴菌的效果。 

二、研究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及雞冠花抑制空氣黴菌的效果。 

三、研究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及雞冠花抑制廁所黴菌的效果。 

四、研究不同濃度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及雞冠花抑制麵包黴菌的效果。

五、研究不同濃度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及雞冠花抑制空氣黴菌的效果。

六、研究不同濃度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及雞冠花抑制廁所黴菌的效果。

七、比較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雞冠花與市售去黴產品對麵包黴菌及空

氣、廁所黴菌抑制效果與成本。 

    本研究針對經篩選後之五種中藥：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雞冠花

對於存在生活週遭黴菌的抑制效果進行定量探討。 

    本實驗顯示蛇床子對根黴屬麵包黴黴菌抑制率可達 71％，對枝孢屬空氣及廁

所黴菌的抑制效果近乎 100％，除了本身成本較低，且有效濃度也較低，故成本

為五種中藥最低，作為抑菌劑最具經濟效益。貝母明顯於稀釋倍數較高時，抑菌

效果反而較佳。透過拍照比對發現中藥萃取液對於黴菌的抑制效果與滲透壓及孢

子萎縮程度有關。 

    蛇床子及金銀花對於根黴屬的麵包黴菌及枝孢屬的空氣及廁所黴菌都有可

與市面上去黴產品相比擬的抑制效果且成本較市面上去黴產品低，且透過定量實

驗證實出符合天然、低成本、不傷手、無污染、抑制效果佳等優點的中藥萃取液，

未來可廣泛應用於環境及飼料去黴方面。 

 

    臺灣屬於亞熱帶及熱帶氣候，高溫又潮濕又四面環海，是黴菌最愛的地方，

不論食物上、木頭上或是家中的牆壁上、廁所中，甚至空氣中都有它們的蹤跡，

台灣地區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對「黴菌」呈現過敏反應，但市面上所賣的去黴

產品，都是非天然的化學成分如：有機硫黃劑、錳乃浦(Maneb)、五氯硝苯(PCNB)、

喜樂松(Kitazin)……，長期接觸包括使用後揮發於空氣中被吸入或間接摸到等，

必對健康有害，尤其是辛苦的媽媽們，更是最直接的接觸者，且據聯合國統計，

全世界每年平均損失的糧食和飼料約為總產量的 20％，其中一半以上是黴菌所

致，化學飼用防霉劑不但危害動物健康，還間接影響人類健康，不但致癌，甚至

導致畸型、基因突變，所以我想要找出能夠抑制黴菌生長的天然物質，如：中藥，

來取代非天然產品，讓人們有更健康的生活環境。 

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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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流程 

圖一：研究流程架構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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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驗器材 

表一：實驗器材名稱及數量 

器材 試管 pH 計 培養箱 高溫高壓

滅菌釜 

血清瓶 陶瓷燉鍋  微量

吸管 

數量  25 個   1 台  1 個   1 台  4 個  1 個  1 支 

器材 白吐司 接種環 定量吸

管 

打火機  無菌

紗布 

無菌操作台  酒精

燈 

數量  2 片 1 支 1 支 1 個   略   1 台  1 個 

器材 Tip 金銀花 蛇床子 貝母 雞冠花 苦參根 蒸餾水 

數量 略 100g 100g 100g 100g 100g 略 

器材 黑黴菌 紗布 夾鏈袋 酒精 棉花 酒精棉片 SDA 培

養基 

數量 略   略 略 略 略 略 略 

 

 

 

 

 

 

 

 

 

圖二：實驗器材                 圖三：pH 計                    

 

 

 

 

 

 

 

 

圖五：無菌操作台              圖六：接種環                  

 

 

 

 

 

圖四：恆溫培養箱 

圖七：高溫高壓滅菌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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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DA 培養基：Sabouraud dextrose agar（SDA），沙保氏葡萄糖培養基，每

公升含有葡萄糖 40g、胰化蛋白凍（peptone）10g、洋菜（agar）15g，然後加

蒸餾水到 1L，pH4.0～6.0。成分比例適合黴菌與酵母菌生長。 

二、 接合菌門（Zygomycota）根黴屬（Rhizopus）黴菌 

（一）基本構造： 

 

圖八：根黴屬黴菌基本構造圖 

1、構造 

A、 菌絲﹕為白色，無隔壁且為多核。 

a、 匍匐菌絲：較粗而橫走於附著物上，可行有性生殖(接合生殖)。 

b、根狀菌絲：可伸入附著物中吸收水分和養分（分泌酵素分解有機

物）。 

c、 直立菌絲：可行孢子生殖→菌絲頂端可形成孢子囊，孢子囊內細胞    

經有絲分裂產生深色孢子，孢子成熟後經散布萌發成菌絲。 

B、 孢子：成熟時呈深色，孢子具厚壁，可以抵抗乾旱的環境。 

   2、特徵：為接合菌門，菌落生長快速，先是白色，轉為灰白色。 

（二）特色 

1、 多細胞、無隔壁的多核菌絲，菌絲無或白色，孢子為深色，行腐生生活

方式。 

2、 有時在匍匐菌絲上產生橫隔，隨即形成厚垣孢子。有性生殖時由不同性

別的菌絲或匍匐菌絲上生出配子囊，配子囊雙雙異宗配合形成一接合孢

子。 

3、 廣泛分佈於酒麴、植物殘體、腐敗有機物中，還存在於動物糞便和土壤

中。孢子靠氣流傳播，喜中溫，高濕偏酸的條件。培養物中碳水化合物

過多的地方易生此類真菌。常見於水分充足的有機體上，多見於麵包上。 

4、 致病性：侵犯肺部及鼻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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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史： 

 
圖九：根黴屬黴菌生活史架構圖 

※環境惡劣時可進行接合生殖，已形成厚壁合子。待環境適宜時，可經減數分

裂產生具不同適應能力的孢子。 

三、 子囊菌門（Ascomycota）半知菌亞門 （Deuteromycota）枝孢屬

（Cladosporium）黴菌 

（一）基本構造：    

 
圖十： 枝孢屬黴菌基本構造圖 



 - 6 -

（二）特色 

1. 枝孢菌多常見於活的或死掉的作物上。有些會使得作物染病，有些

則是寄生在作物上，另一些則是像蘑菇一樣生長。枝孢黴的孢子分

布廣泛，在戶外的空氣中含量豐富。而在室內，當潮氣太重的時候，

它們會在器具表面生長。 

2. 致病性：已經有過皮膚和指甲感染的報告，此外還有鼻竇炎和肺部

感染。如果未能及時處理，這些感染可能會發展成肺炎一類的疾病。 
（三）生活史： 

 

圖十一：枝孢屬黴菌生活史架構圖 

四、 真菌界分類 

 
圖十二：真菌界分類簡略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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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實驗方法與結果 

一、實驗中藥材之篩選 

（一）實驗步驟： 

1. 參考本人參與之第四十六屆高雄市中小學科展作品「『藥草』in『細菌』

out」研究中中藥對大腸桿菌抑菌效果，挑選成果較佳者。 

2. 請教中藥店老闆。 

3. 請教研究中藥專業人士。 

4. 蒐集資料（網路資料、書籍）並彙整（如附件一、附件二）。 

表二：不同中藥書籍及網路資料簡介彙整表 

名

稱 

金銀花 苦參根 貝母 蛇床子 雞冠花 

學

名 

 Lonicerajaponica Sophora 

flavescens 

Bulbus  fritillariae 

thunbergii 

Cnidium 

monnieri 

(L.) Cuss 

Celosia 

cristata 

科

名 

忍冬科忍冬屬 豆科苦參

屬 

百合科貝屬 繖形科 莧科青葙屬 

性

味 

甘寒  味苦寒 微寒 辛苦而溫 味苦、微辛，

性寒 

功

用 

散熱，解毒 清熱燥

濕，殺蟲，

利尿。 

肺痿， 

肺癰。 

淋瀝。 

強陽益

陰，補腎

去寒， 

去風燥

濕。 

涼血止血。 

主

治 

癰疽疥癬， 

楊梅惡瘡。 

腸癖血痢， 

五種尸疰。 

用於熱

痢，便血，

黃疸尿

閉，赤白帶

下，陰腫陰

癢，濕疹，

濕瘡，皮膚

瘙癢，疥癬

麻風；外治

滴蟲性陰

道炎。 

散結除熱：敷惡

瘡，歛瘡口。解

熱毒，殺諸蟲及

療喉痺。 

 

治陰痿，

囊濕（濕

生蟲）；女

子陰痛，

陰癢。 

濕癬惡瘡

→風濕諸

病。 

微炒殺

毒，煎湯

浴，止風

癢。 

止腸風血

熱，婦人紅崩

帶下。 赤痢

下血，用紅花

效；白痢下

血，用白花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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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藥萃取液製作 

（一）實驗步驟： 

1.取中藥 100g，放入陶瓷燉鍋中。 

2.加水至蓋過藥材（600ml），熬煮約 60 分鐘。 

3.熬製出一碗量（250ml）的萃取液。 

（二）不同中藥萃取液性質比較： 

表三：不同中藥萃取液性質比較表 

名稱 金銀花 苦參根 貝母 蛇床子 雞冠花 

圖片 

  

部位 花  根 鱗莖 果實 花 

pH 值

（於

17±1

℃時） 

5.14 4.96 4.01 6.26 5.94 

顏色 褐色 淺褐色 乳白色 深褐色 深褐色 

萃取

液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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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 1－1 麵包黴菌稀釋倍數測試組 

（一）實驗步驟： 

     1.步驟 1  培養黑黴菌： 

（1） 將白吐司加少量水放入夾鏈袋中。 

（2） 放置於陰涼處，待約一周。 

（3） 用無菌棉花棒沾取吐司上的黑黴菌，以 S 型輕塗在 SDA 培養基上。 

（4） 放置於陰涼處，待約 3 天。 

     2.步驟 2  測試組實驗： 

（1） 將裝有 250ml 蒸餾水的錐形瓶 1 瓶（以紗布包適量棉花塞住瓶口）、

9ml 蒸餾水試管 4 支（將蓋子半栓）、試管架及 tip（裝入盒子中並將

盒子用鋁箔紙包好）放入高溫高壓滅菌釜中，將水加熱形成高蒸氣

壓( 1.2 kg / cm2 ) ，溫度達 121℃，滅菌約 30 分鐘。 

（2） 將器具表面噴酒精消毒後移至無菌操作台上。 

（3） 打開無菌操作台的布簾、UV 燈及風車 30~60 分鐘。 

（4） 將接種環用酒精棉片消毒並用火烤至變紅，冷卻後用接種環括取

SDA 培養基上的黑黴菌，加至裝有 250ml 蒸餾水錐形瓶中，攪拌使

其均勻，作為原液。 

（5） 用微量吸管吸取 1ml 原液，加至裝有 9ml 蒸餾水試管中，形成 10 倍

稀釋菌液，混合均勻，自 10 倍稀釋菌液以相同操作方式進行一系列

之 100，1000，10000 倍之稀釋水樣，混搖均勻。 

（6） 用微量吸管吸取 0.5ml 各稀釋濃度水樣滴在 SDA 培養基上，旋轉培

養皿至水樣均勻分布在培養基表面。 

（7） 將培養基放置於培養箱內，在 37℃下培養 7 天。 

（二）結果： 

表四：麵包黴菌稀釋倍數測試組實驗結果 

稀釋

倍數 

10 100 1000 10000 

菌落

數 

菌落太多無法計數 442 54 3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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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 2－1 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及雞冠花萃取液對麵包黴菌的抑

制效果 

（一）實驗步驟： 

     1.步驟 1  培養麵包黴菌： 

（1） 將白吐司加少量水放入夾鏈袋中。 

（2） 放置於陰涼處，待約一周。 

（3） 用無菌棉花棒沾取吐司上的黑黴菌，以 S 型輕塗在 SDA 培養基上。 

（4） 放置於陰涼處，待約 7 天。 

（5） 以顯微鏡放大並拍照初步判定黴菌。      

 
圖十三：培養一周的吐司 

     2.步驟 2  不同中藥萃取液對麵包黴菌的抑制效果實驗： 

（1） 中藥萃取液、去黴產品、對照組及空白組配置：五組為原濃度中藥

萃取液；五組為 10 倍稀釋中藥萃取液、一組面去黴產品組、一組對

照組及一組空白組。 

A. 原濃度中藥萃取液：將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及雞冠

花萃取液各取 9ml 於試管中，共五組。 

B. 十倍稀釋中藥萃取液：將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及雞

冠花中藥萃取液各取 1ml 於試管中，加入 9ml 的蒸餾水，混合

均勻，各吸取 1ml 起來，共五組。 

C. 去黴產品：將去黴產品原液取 9ml 於試管中，共一組。 

D. 對照組：將 100 稀釋菌液取 1ml，加入 9ml 的蒸餾水，形成 1000

倍稀釋菌液，共一組。 

E. 空白組：無加入任何東西的培養基，共一組。 

 

（2） 將裝有 250ml 蒸餾水的錐形瓶 1 瓶（以紗布包適量棉花塞住瓶口）、

9ml 蒸餾水試管 1 支（將蓋子半栓）、空試管（將蓋子半栓）、原濃

度中藥萃取液及 10 倍稀釋中藥萃取液 9ml 試管共 10 支（將蓋子半

栓）、試管架及 tip（裝入盒子中並將盒子用鋁箔紙包好）放入高溫

高壓滅菌釜中，將水加熱形成高蒸氣壓( 1.2 kg / cm2 ) ，溫度達

121℃，滅菌約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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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器具表面噴酒精消毒後移至無菌操作台上。 

（4） 打開無菌操作台的布簾、UV 燈及風車 30~60 分鐘。 

（5） 將接種環用酒精棉片消毒並用火烤至變紅，冷卻後用接種環括取

SDA 培養基上的黑黴菌，加至裝有 250ml 蒸餾水錐形瓶中，攪拌使

其均勻，作為原液。 

（6） 用微量吸管吸取 1ml 原液，加至裝有 9ml 蒸餾水試管中，形成 10 倍

稀釋菌液，混合均勻。 

（7） 自 10 倍稀釋菌液用微量吸管吸取 10ml 菌液，加至裝有 90ml 蒸餾水

血清瓶中，形成 100 倍稀釋菌液，混合均勻。 

（8） 用微量吸管分別吸取 1ml 100 倍稀釋菌液，加至裝有原濃度中藥萃

取液 9ml、10 倍稀釋中藥萃取液 9ml 及滅菌過蒸餾水 9ml 共 11 支試

管中，形成 1000 倍稀釋混合液。 

（9） 用微量吸管吸取 0.5mlA、B、C、D 分別滴在 SDA 培養基上，旋轉

培養皿至水樣均勻分布在培養基表面。 

（10） 將培養基放置於培養箱內，在 37℃下培養 7 天。 

（二）結果： 

     1.判定黴菌：屬於接合菌門（Zygomycota）根黴屬（Rhizopus） 

 
圖十四：麵包黴菌 1000 倍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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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抑制結果： 

表五：不同中藥萃取液體對麵包黴菌的抑制效果平均結果 

名稱 金

銀

花 

苦

參

根 

貝

母 

蛇

床

子 

雞

冠

花 

去黴產品 對照組 空白組 

萃取液稀釋倍數 1 1 1 1 1 

菌落數 40 46 63 29 43 

萃取液稀釋倍數 10 10 10 10 10 

菌落數 48 62 41 36 55 

4 1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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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不同中藥萃取液體對根黴屬麵包黴菌的抑制效果結果圖表 
 

五、實驗 1－2 黴菌稀釋倍數測試組 

     1.步驟 1  培養空氣黴菌： 

（1） 將 SDA 培養基打開置於空氣中 10 分鐘。 

（2） 放置於陰涼處，待約一周。 

（3） 用無菌棉花棒沾取 SDA 培養基上的黑黴菌，以 S 型輕塗在另一

SDA 培養基上。 

（4） 放置於陰涼處，待約 7 天。 

（5） 以顯微鏡放大並拍照判定黴菌。 

     2.步驟 2  測試組實驗： 

（1） 將裝有 250ml 蒸餾水的錐形瓶 1 瓶（以紗布包適量棉花塞住瓶口）、

9ml 蒸餾水試管 4 支（將蓋子半栓）、試管架及 tip（裝入盒子中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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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用鋁箔紙包好）放入高溫高壓滅菌釜中，將水加熱形成高蒸氣

壓( 1.2 kg / cm2 ) ，溫度達 121℃，滅菌約 30 分鐘。 

（2） 將器具表面噴酒精消毒後移至無菌操作台上。 

（3） 打開無菌操作台的布簾、UV 燈及風車 30~60 分鐘。 

（4） 將接種環用酒精棉片消毒並用火烤至變紅，冷卻後用接種環括取

SDA 培養基上的黑黴菌，加至裝有 250ml 蒸餾水錐形瓶中，攪拌使

其均勻，作為原液。 

（5） 用微量吸管吸取 1ml 原液，加至裝有 9ml 蒸餾水試管中，形成 10 倍

稀釋菌液，混合均勻，自 10 倍稀釋菌液以相同操作方式進行一系列

之 100，1000，10000 倍之稀釋水樣，混搖均勻。 

（6） 用微量吸管吸取 0.5ml 各稀釋濃度水樣滴在 SDA 培養基上，旋轉培

養皿至水樣均勻分布在培養基表面。 

（7） 將培養基放置於培養箱內，在 37℃下培養 7 天。 

（二）結果： 

表四：空氣和廁所黴菌稀釋倍數測試組實驗結果 

稀釋

倍數 

10 100 1000 10000 

菌落

數 

9 0 0 0 

照片 

   

 

五、實驗 2－2 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及雞冠花萃取液對空氣及廁所黴

菌的抑制效果 

（一）實驗步驟： 

     1.步驟 1  培養空氣黴菌： 

（1） 將 SDA 培養基打開置於空氣中 10 分鐘。 

（2） 放置於陰涼處，待約一周。 

（3） 用無菌棉花棒沾取 SDA 培養基上的黑黴菌，以 S 型輕塗在另一

SDA 培養基上。 

（4） 放置於陰涼處，待約 7 天。 

（5） 以顯微鏡放大並拍照判定黴菌。 

     2.步驟 1  培養廁所黴菌： 

（1） 用無菌棉花棒沾取廁所角落上的明顯黑處（見圖十六），以 S

型輕塗在另一 SDA 培養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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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放置於陰涼處，待約一周。 

（3） 用無菌棉花棒沾取 SDA 培養基上的黑黴菌，以 S 型輕塗在另一

SDA 培養基上。 

（4） 放置於陰涼處，待約 7 天。 

（5） 以顯微鏡放大並拍照判定黴菌。 
 

 
圖十六：廁所角落上的明顯黑處 

     3.說明：因為經由顯微鏡放大拍照後，微生物專業人士判定本研究所採集

之空氣黴菌及廁所黴菌為同種黴菌，故本研究只取其一作為實驗代

表。 

     4.步驟 2  不同中藥萃取液對空氣及廁所黴菌的抑制效果實驗： 

（1） 中藥萃取液、去黴產品、對照組及空白組配置：五組為原濃度中藥

萃取液；五組為 10 倍稀釋中藥萃取液、一組面去黴產品組、一組對

照組及一組空白組。 

A. 原濃度中藥萃取液：將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及

雞冠花萃取液各取 9ml 於試管中，共五組。 

B. 十倍稀釋中藥萃取液：將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

及雞冠花中藥萃取液各取 1ml 於試管中，加入 9ml 的蒸餾

水，混合均勻，各吸取 1ml 起來，共五組。 

C. 去黴產品：將去黴產品原液取 9ml 於試管中，共一組。 

D. 對照組：將原液取 1ml，加入 9ml 的蒸餾水，形成 10 倍稀

釋菌液，共一組。 

E. 空白組：無加入任何東西的培養基，共一組。 

（2） 將裝有 250ml 蒸餾水的錐形瓶 1 瓶（以紗布包適量棉花塞住瓶口）、

9ml 蒸餾水試管 1 支（將蓋子半栓）、空試管（將蓋子半栓）、原濃

度中藥萃取液及 10 倍稀釋中藥萃取液 9ml 試管共 10 支（將蓋子半

栓）、試管架及 tip（裝入盒子中並將盒子用鋁箔紙包好）放入高溫

高壓滅菌釜中，將水加熱形成高蒸氣壓( 1.2 kg / cm2 ) ，溫度達

121℃，滅菌約 30 分鐘。 

（3） 將器具表面噴酒精消毒後移至無菌操作台上。 



 - 15 -

（4） 打開無菌操作台的布簾、UV 燈及風車 30~60 分鐘。 

（5） 將接種環用酒精棉片消毒並用火烤至變紅，冷卻後用接種環括取

SDA 培養基上的黑黴菌，加至裝有 250ml 蒸餾水錐形瓶中，攪拌使

其均勻，作為原液。 

（6） 用微量吸管分別吸取 1ml 原液，加至裝有原濃度中藥萃取液 9ml、

10 倍稀釋中藥萃取液 9ml 及滅菌過蒸餾水 9ml 共 11 支試管中，形成

10 倍稀釋混合液。 

（7） 用微量吸管吸取 0.5mlA、B、C、D 分別滴在 SDA 培養基上，旋轉

培養皿至水樣均勻分布在培養基表面。 

（8） 將培養基放置於培養箱內，在 37℃下培養 7 天。 

（二）結果： 

     1.判定黴菌： 

（1） 空氣黴菌：屬於子囊菌門（Ascomycota）半知菌亞

門 （Deuteromycota）枝孢屬（Cladosporium） 

 

             圖十七：空氣黴菌 1000 倍放大圖 

（2） 廁所黴菌：屬於子囊菌門（Ascomycota）半知菌亞門 （Deuteromycota）

枝孢屬（Cladosporium） 

           
            圖十八：廁所黴菌 1000 倍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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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金銀花 苦參根 貝母 蛇床子 雞冠花 

萃取液稀釋倍數 1 1 1 1 1 

菌落數 無 無 1 無 1 

萃取液稀釋倍數 10 10 10 10 10 

菌落數 無 1 無 無 1 

 

表八：去黴產品組、對照組及空白組實驗 

名稱 去黴產品組 對照組（1000 倍稀釋菌液） 空白組 

菌落數 0 1 0 

 

圖十九：不同中藥萃取液體對枝孢屬空氣及廁所黴菌的抑制效果結果圖表 

柒、實驗討論 

一、黑黴菌是日常生活中最常見的黴菌種類之一，是廚房或廁所中形成黑點的元

兇，所以在有限時間內選取黑黴菌來做實驗，未來希望實驗更多種黴菌，如：

青黴菌、水黴菌、木黴菌等。選取專門培養真菌的 Sabouraud dextrose agar

（SDA），沙保氏葡萄糖培養基作為實驗培養基。 

二、拍照初步判定黴菌 

（一）討論：將培養的黴菌透過顯微鏡放大後拍照，比對圖片並請教微生物

科專業人士後判定本實驗培養之 

 

 

表七：不同中藥萃取液體對空氣及廁所黴菌的抑制效果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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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麵包黴菌屬於接合菌門（Zygomycota）根黴屬（Rhizopus） 

 

  

圖十四：麵包黴菌 1000 倍放大圖 

 

 
圖二十：根黴屬黴菌圖片【取自參考資料（二十八）】 

       

（2） 空氣黴菌屬於子囊菌門（Ascomycota）半知菌亞

門 （Deuteromycota）枝孢屬（Cladosporium） 

   
圖二十一：空氣黴菌 400 倍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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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空氣黴菌 1000 倍放大圖 

 

 

    

（3） 廁所黴菌屬於子囊菌門（Ascomycota）半知菌亞

門 （Deuteromycota）枝孢屬（Cladosporium） 

 
圖十八：廁所黴菌 1000 倍放大圖 

（4） 經由顯微鏡放大拍照後，微生物專業人士判定本研究所採集之

空氣黴菌及廁所黴菌為同種黴菌，故本研究只取其一作為實驗

代表。 

 

圖二十二：枝孢屬黴菌圖片【取自參考資料（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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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中藥材之篩選 

（一）討論：透過參考本人參與之第四十六屆高雄市中小學科展作品「『藥

草』in『細菌』out」研究中中藥對大腸桿菌抑菌效果，選取抑制大腸

桿菌效果較佳的金銀花及貝母；中藥店老闆及研究中藥專業人士建議

選擇中藥書籍中記載具有「殺蟲」功效的中藥苦參根、蛇床子及雞冠

花，因為自古以來中藥資料並不會特別記載具有「殺黴菌」功效，而

是以「蟲」來泛指「細菌、黴菌及微生物」。 

四、中藥萃取液製作 

（一）討論：中藥店老闆建議以燉鍋熬煮的方式最能將整個中藥的菁華皆萃

取出來，並且維持相等的濃度（木質的中藥會吸收較多水，所以以「加

水至蓋過藥材熬煮」的方式，約 600ml，最後煮出來接會是一碗水的

量，約 250ml），經測量後結果確認此五種中藥萃取液的 pH 值皆偏酸

性。 

五、實驗 1－1、1－2 黴菌稀釋倍數測試組 

（一）討論：經實驗後結果發現當麵包黴菌僅稀釋 10 倍時，長出來的菌落數

會過多，導致實驗結果計數不方便，而稀釋 10000 倍時，菌落數太少，

會導致實驗結果沒有判別性，因此往後將選擇較理想之稀釋 1000 倍

（54 個菌落）來做實驗；當空氣及廁所黴菌僅稀釋 10 倍時，長出來

的菌落數有 9 個，而稀釋 100、1000、10000 倍時，菌落數為 0，因此

選擇較理想之稀釋 10 倍來做實驗。 

六、實驗 2－1 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及雞冠花萃取液對麵包黴菌的抑

制效果 

（一）討論： 

1. 從實驗結果可知，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及雞冠花萃取液

對麵包黴菌的抑制皆有效果，其中以蛇床子與金銀花效果較佳，蛇

床子可達 71％，金銀花可達 60％；雞冠花、苦參根其次，尚達 50％；

貝母則效果最差，但貝母稀釋十倍後效果也可達 60％。從不同中藥

其含化學成分整理發現，除蛇床子不含酮類外，這五種中藥皆含有

醇類及酮類，金銀花、貝母及蛇床子皆含有 β-谷甾醇 (β-sitosterol)，

雞冠花也含有甾醇類；苦參根與雞冠花皆含有黃酮類化合物，從表

二之整理也發現這五種中藥有「寒」、「苦」的特性，推測這些成分

和特性與抑菌效果是否有關聯性，可再進一步研究。已有研究證明

蛇床子中的花椒毒酚具有顯著的抗黴菌作用，但並未表示為哪種黴

菌。（參考附件一紅色標示成份） 

2. 在對不同濃度的研究中，貝母明顯於稀釋倍數較高時，抑菌效果反

而較佳，與第四十六屆高雄市中小學科展作品「『藥草』in『細菌』

out」研究中貝母對大腸桿菌抑菌效果以稀釋倍數越高越好之結果不

謀而合，推測其對於抑菌具有「有效濃度」，而非濃度越高越佳。從



 - 20 -

其它四種中藥的結果也顯示濃度對抑菌效果具有一定的影響力，往

後可再更深入的研究。 

七、實驗 2－2 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及雞冠花萃取液對空氣及廁所黴

菌的抑制效果 

 

 

 

 

 

八、綜合討論： 

（一）蛇床子及金銀花在本實驗中的兩種黴菌皆有不錯的抑制效果，而雞冠花

對麵包黴菌的抑菌率有近 60%，但對於空氣及廁所的黴菌則是最差，推

測可能是雞冠花本身對根黴屬及枝孢屬黴菌有不同的抑制效果。 

（二）根據本實驗，金銀花對黴菌的抑制效果亦佳，且根據文獻（三）金銀花

對大腸桿菌抑菌率高達 99.9％，所以金銀花可能對黴菌及細菌是絕佳的

天然抑菌劑。 

（三）承上，本實驗結果顯示蛇床子對黴菌抑制效果較金銀花佳，也許對細菌

亦有很好的抑制效果，希望以後能進行實驗驗證。 

九、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及雞冠花萃取液與市售去黴產品成本與效果

比較。 

表九：金銀花、苦參根、貝母、蛇床子及雞冠花萃取液與市售去黴產品成本與效

果比較表 

麵包黴菌（根黴屬） 空氣及廁所黴菌（枝孢屬）  項目     比較 

抑菌率 抑菌率 

每 100ml 成

本約（元）

原濃度 60％ 1/1≒100％ 240 金銀花 

稀釋 10 倍 52％ 1/1≒100％ 24 

原濃度 54％ 1/1≒100％ 12 苦參根 

稀釋 10 倍 39％ 0/1≒0％ 1.2 

原濃度 38％ 0/1≒0％ 36 貝母 

稀釋 10 倍 59％ 1/1≒100％ 3.6 

原濃度 71％ 1/1≒100％ 12 蛇床子 

稀釋 10 倍 64％ 1/1≒100％ 1.2 

原濃度 57％ 0/1≒0％ 24 雞冠花 

稀釋 10 倍 46％ 0/1≒0％ 2.4 

去黴產品 原濃度 96％ 1/1≒100％ 27.8 

抑菌率：（對照組菌落數－菌落數）/對照組菌落數 

中藥萃取液每 100ml 成本：100g 價格/250ml×100ml 

去黴產品每 100ml 成本：市價 139 元/500ml×100ml 

（一）討論：從實驗結果可知，蛇床子與金銀花效果最佳，苦參根與貝母其次，

雞冠花效果最差，其中貝母於稀釋倍數較高時，抑菌效果又前述一樣較

佳，除前述推論之外，也有可能這就是貝母的特性。所以在原濃度時，

苦參根的抑制效果較貝母佳；在稀釋十倍時，貝母的抑制效果較苦參根

佳，可進一步做實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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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比較後可知，蛇床子、金銀花及雞冠花對於根黴屬麵包黴菌有不錯的抑制

效果，蛇床子抑制效果有超過 71％，無論在原濃度或稀釋十倍的蛇床子及雞冠

花和稀釋十倍的金銀花，其成本皆較市面上去黴產品低；蛇床子及金銀花對於枝

孢屬空氣及廁所黴菌有抑制效果，除原濃度金銀花之外，中藥萃取液的成本皆比

市面上去黴產品低。貝母稀釋十倍的情況下有比原濃度較好的抑制效果，推論其

的濃度還可再降低，成本亦可隨之再下降。綜合以上結果及比較分析，蛇床子及

金銀花對於根黴屬的麵包黴菌及枝孢屬的空氣及廁所黴菌都有不錯的抑制效

果，為透過定量實驗證實出符合天然、低成本、不傷手、無污染、抑制效果佳等

優點的中藥萃取液，可廣泛應用於環境及飼料去黴方面。 

圖二十三：廁所黴菌加水 1000 倍放大圖 圖二十四：廁所黴菌 1000 倍放大圖

圖二十五：廁所黴菌加十倍稀釋蛇床子

萃取液 1000 倍放大圖 

圖二十六：廁所黴菌加原濃度蛇床子 

萃取液 1000 倍放大圖 

十、探究原因 

（一）討論：很多抑菌的原理都是滲透壓的關係如：75%的酒精抑菌效果最好，

所以想透過微觀的方式觀察其抑制黴菌原理，經照片比較後可發現，不

論是空氣及廁所中的黴菌，或是麵包中的黴菌，其孢子在加入蛇床子或

金銀花原濃度萃取液後，都有萎縮的趨勢，而呈現加水＞無外加任何物

質＞加稀釋十倍萃取液＞加原濃度萃取液，而貝母則是加原濃度萃取液

＞加稀釋十倍萃取液，剛好可與其稀釋倍數較高時抑制效果較好做呼

應，將三者比較時，呈現蛇床子＜金銀花＜貝母，且抑制效果為蛇床子

＞金銀花＞貝母，故推測滲透壓及孢子萎縮程度與抑制黴菌效果有關

係，未來可再設計實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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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廁所黴菌加十倍稀釋金銀花 

萃取液 1000 倍放大圖 

圖二十八：廁所黴菌加原濃度金銀花 

萃取液 1000 倍放大圖 

圖三十一：麵包黴菌加水 1000 倍放大圖 圖三十二：麵包黴菌 1000 倍放大圖

圖二十九：廁所黴菌加十倍稀釋貝母 

萃取液 1000 倍放大圖 

圖三十：廁所黴菌加原濃度貝母 

萃取液 1000 倍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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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麵包黴菌加十倍稀釋蛇床子 

萃取液 1000 倍放大圖 

圖三十四：麵包黴菌加原濃度蛇床子

萃取液 1000 倍放大圖 

圖三十五：麵包黴菌加十倍稀釋金銀花

萃取液 1000 倍放大圖 
圖三十六：麵包黴菌加原濃度金銀花 

萃取液 1000 倍放大圖 

圖三十七：麵包黴菌加十倍稀釋貝母 

萃取液 1000 倍放大圖 

圖三十八：麵包黴菌加原濃度貝母 

萃取液 1000 倍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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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論 

 

 

 

 

 

 

 

 

 

 

 

 

 

 

 

 

 

 

一、 實驗之五種中藥萃取液對根黴屬麵包黴菌抑制效果為蛇床子＞金銀

花＞雞冠花＞苦參根＞貝母。 

二、 實驗之五種中藥萃取液對枝孢屬空氣及廁所黴菌抑制效果為蛇床子

＝金銀花＞苦參根≒貝母＞雞冠花。 

三、 蛇床子及金銀花的中藥萃取液對於根黴屬的麵包黴菌及枝孢屬的空

氣及廁所黴菌抑制效果皆佳，其中，金銀花對枝孢屬的空氣及廁所黴菌抑

制率近乎 100％，而蛇床子對根黴屬麵包黴黴菌抑制率可達 71％，對枝孢

屬空氣及廁所黴菌的抑制效果近乎 100％。 

四、 貝母萃取液於稀釋倍數較高時，抑菌效果較佳，其對於抑菌具有「有

效濃度」，而非濃度越高越佳。 

五、 不同濃度中藥萃取液對其抑制黴菌效果有一定影響。 

六、 對黴菌抑制率最佳的蛇床子除了本身成本較低，且有效濃度也較

低，故成本為五種中藥最低，最具經濟效益。 

七、 中藥萃取液對於黴菌的抑制效果與滲透壓及孢子萎縮程度有關。 

八、 蛇床子及金銀花的中藥萃取液對於黴菌抑制效果佳，雖然去黴產品

黴菌抑制效果亦佳，但市面上去黴產品成本較高，本實驗之中藥萃取液有

符合天然、低成本、不傷手、無污染等優點。 

 

十一、檢討 

（一）在前幾次實驗中，經歷多次失敗，如：使用接種環時因環太燙而將

黴菌殺死、蒸餾水因剛從滅菌釜中取出溫度太高以致黴菌無法存

活、黴菌稀釋倍數太低以致菌落數過多無法紀錄結果、無菌處理沒

做好導致長出五顏六色的黴菌等，從過程中學取經驗，改進後使本

次實驗能在時間限制下有初步結果，期望未來能將實驗控制的更精

準更有實證性。 

（二）在等待實驗結果中，無意發現黑黴菌在二十五、六度室溫下培養速

度較於 37℃下快。在本實驗中黑黴菌約需 7 日培養時間，較一般說

的 3~5 日有所出入，可能就是溫度的差異，期以後改進。 

（三）實驗 2－2 中，對照組所長出的菌落僅一個，可能是實驗中所括取的

黴菌區塊的黴菌已經死亡或括取的孢子尚未活化，未來會注意被取

用黴菌的生長狀況，進而增加實驗精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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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不同中藥其近代藥理及醫學學術研究整理 

金銀花 1. 金銀花具有廣譜抗菌作用，對金黃色葡萄球菌、痢疾杆菌、溶血

性鏈球菌、痢疾桿菌、傷寒桿菌、腦膜炎雙球菌、肺炎雙球菌、

綠膿桿菌以及流感病毒等都有明顯抑製作用，對鉤端螺旋體、流

感病及致病霉菌等多種病原微生物亦有抑制作用；有明顯抗炎及

解熱作用；金銀花的水及酒浸液對肉瘤液化氣對肉瘤 180 及艾

氏腹水瘤有明顯的細胞毒作用。 

2. 金銀花中的木犀黃色精 (Luteolin)， 能夠對付多種細菌，尤其是

很能入侵肺組織的 Pseudomonas 和 Clamydia 兩類 

3. 金銀花有一定的降低膽固醇作用。 

苦參根 1. 抗菌作用:苦參醚提物及醇提物對金黃色葡萄球菌有較強的

抑菌作用；苦參水浸劑對堇色毛癬菌、同心性毛癬菌、許蘭

毛癬菌、奧杜盎小芽孢癬菌等有抑製作用。體外試驗證明、

１％苦參鹼對痢疾桿菌、大腸桿菌、變形桿菌、乙型鏈球菌

及金黃色葡萄球菌均有明顯抑製作用。醇浸膏在體外尚有抗

滴蟲作用、強度弱於黃連、而與蛇床子相近。在試管中、苦

參煎劑高濃度（１:１００）對結核桿菌有抑製作用。煎劑（８

％）、水浸劑（１:３）在體外對某些常見的皮膚真菌有不同

程度的抑製作用。 

2. 苦參鹼體內外均有抗菌作用，體內作用強度與氯黴素相當。 

3. 抗腫瘤作用。 

貝母 1. 浙貝母碱及去氫浙貝母碱有明顯的鎮咳作用。 

2. 浙貝母碱在低濃度下對支氣管平滑肌有明顯的擴張作用。 

3. 中樞抑制作用及鎮靜、鎮痛作用。 

蛇床子 1. 蛇床子中醫外用治療滴蟲性陰道炎。 

2. 抗真菌作用：蛇床子素、佛手柑內酯和異虎耳草素體外試驗對發

癬菌的鬚髮癬菌有強的活性；花椒毒酚具有顯著的抗黴菌作用。

3. 殺孑孓將蛇床子投入污水中即可殺滅孑孓。 

4. 治療孕婦鉅細胞病毒感染：鉅細胞病毒是一種疱疹病毒，普通人

感染多數無症狀，但孕婦感染常導致流產、死胎或死產，活產兒

也常出現先天性心臟病、中樞神經系統畸形以及智力遲鈍等。 

5. 治療外陰白斑。 

雞冠花 1.  試管法證明，本品煎劑對人陰道毛滴蟲有良好殺滅作用，10%煎

劑加等量陰道滴蟲培養液，30 分鐘時蟲體變圓，活動力減弱，60

分鐘時大部分蟲體消失；20%煎劑可使蟲體 5-10 分鐘內消失。 

 

 

 



【評語】040801 

本研究針對五種中藥材做抑制黴菌效能的研討，實驗方

法恰當，討論內容亦頗明確，尤其針對一些現象的探討，惟

若能針對五種中藥材所含重要化學成份與發現之特殊現象

做綜合討論則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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