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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調查六年級小學生後顯示，83%吃過中藥，44%吃過轉骨方等幫助骨骼生長的中

藥；高達 90%感受中藥的苦味，只能採用「事後補救」的方式改善苦味，因此，以「事前改

善」苦味為目標。 

選擇本草綱目裡屬於「大苦」、「大寒」的龍膽草和黃連做為實驗的對象，以科學中藥和

水煎湯藥兩大部分，自己研究創新和找出市面上改善中藥苦味和不影響藥效的方法，並以官

能品評法進行實驗。 

研究結果顯示，科學中藥的膠囊和錠無論視味覺最能改善中藥苦味，缺點是必須經藥廠

生產或中醫診所配製；澱粉紙兼具改善中藥苦味、成本低廉和在家 DIY 的優點，經驗證其含

科學中藥常添加之澱粉，可做為其隔絕中藥苦味之用。調劑糖粉，無論甘草或優格口味對於

龍膽草改善中藥苦味效果較佳、對於黃連效果則較差。水煎湯藥，黑糖果凍改善中藥苦味效

果最佳、無糖果凍次之，皆比服用水煎湯藥好，且口感較滑順。製成果凍後開始感覺苦的時

刻仍比科學中藥早，所以建議儘快服用。 

 

壹、研究動機 

中藥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最自然的智慧，許多人會利用吃中藥來調養身體或治療疾

病，就連我們小學生也不例外。根據我們對於學校六年級小學生做的問卷調查，發現超過八

成都有服用中藥的經驗，尤其正值發育時期的我們將近一半都在服用「轉骨湯」、「轉大人」

等幫助骨骼生長的中藥。進一步統計結果發現 90％的小學生很排斥中藥的苦味，難怪有句成

語叫做「良藥苦口」。所以，我們想要以「改善中藥的苦味，卻不影響其藥效」為原則來進行

實驗，希望能有效幫助小學生喜歡吃中藥。 

在訪問中醫師的過程中，醫師建議我們最好選擇本草綱目裡屬於「大苦」、「大寒」的龍

膽草和黃連作為實驗的對象，原因除了可以供一般人服用外，也是經常被醫師使用的藥材，

可以說是中藥界裡最苦的屬性。如果我們克服了最苦的中藥，其他應該就沒什麼好怕的！ 

中藥依劑型可以分成「粉、膏、丸、湯、錠」等形態，不過最常見的還是以粉狀的科學

中藥和湯狀的水煎藥材為主。我們在三年級上學期自然課第四單元「廚房裡的科學」（參考資

料 1）老師曾經教我們做過果凍，非常受到大家的歡迎。如果我們也可以將水煎湯藥變成果

凍形態，看看能不能讓外觀變好看？口感變好吃？或減少中藥的苦味，讓小朋友更有意願服

用它？ 

 

貳、研究目的 

一、運用數學統計調查六年級小學生服用中藥的比例，以及不喜歡吃中藥的比例和原因。 

二、自己研究創新和找出市面上有哪些改善中藥苦味的方法。 

三、利用官能品評法，依中藥劑型實驗決定改善中藥苦味的最佳方式。 

四、實驗證明澱粉紙是不是真的含有澱粉？驗證其隔絕中藥苦味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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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本研究選取本草綱目裡屬於「大苦」、「大寒」的龍膽草和黃連作為實驗的對象，所服用

的中藥材來源、服用劑量和實驗過程均經福大中醫診所張福泰醫師、邱秀林醫師、華濬

中醫診所鄭承濬醫師鑑定，確認其正確性和安全性。 

  

二、實驗材料： 

（一）龍膽草： 

  

龍膽草（水煎湯藥） 龍膽草（科學中藥） 

（二）黃連： 

  

黃連（水煎湯藥） 黃連（科學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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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面上常用來改善苦味所使用的材料： 

1.膠囊－針對黃連科學中藥，本次實驗取自龍杏生技製藥公司，500mg/粒。 

2.錠－針對黃連科學中藥，本次實驗取自順天堂藥廠公司，300mg/粒。 

3.調劑糖粉－針對龍膽草、黃連科學中藥，分成甘草、優格兩種口味，目前普遍被中醫

診所使用，本次實驗取自六鵬生技製藥公司，添加比例 3.5％。 

4.加入冰糖－針對龍膽草、黃連水煎湯藥，也可以用黑糖取代，添加比例 1～3％。 

 

（四）自己研究創新來改善苦味所使用的材料： 

1.澱粉紙－針對龍膽草、黃連科學中藥，就是一般牛軋糖外面包裹的可食用透明紙，尺

寸大小為： 8.0×6.5 平方公分/張。 

2.吉利丁片－針對龍膽草、黃連水煎湯藥，是一般製作果凍的重要原料。 

 

（五）檢查澱粉紙是不是真的含有澱粉所使用的實驗材料： 

  

實驗材料由左至右依序是： 

澱粉紙、10％葡萄糖液、本氏液、碘液、 

可溶性澱粉。 

實驗設備後排：試管架、試管 4 支； 

前排由左至右：小燒杯、大燒杯、量筒。 

另有：酒精燈、三腳架、陶瓷纖維網。 

 

   

調劑糖粉（甘草、優格） 澱粉紙 吉利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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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一、官能品評法：（參考資料 2、3、4） 

（一）定義：（源自美國食品科技學會 IFT，1975） 

以科學的方法藉著人類最原始的視、嗅、味、觸、聽等五種感覺，來測量與分析食品

或其他物品性質的一門科學。換句話說，官能品評法是以科學的方法，包括生理、心

理、物理、化學、統計學等基本知識的了解和運用，以提高品評結果之精確性。 

（二）評分指標： 

經過大家的討論後，對於影響中藥苦味的原因訂出五項評分指標，分別是： 

1.外觀，包括顏色和形狀。 

2.開始感覺到苦的時刻，每位受測者都準備計時器一只。 

3.苦味程度。 

4.口感。 

5.綜合得分，就是上述各評分指標平均數的總和。 

（三）評分標準： 

採用五分制評分法，分別是 5 非常滿意、4 滿意、3 尚可、2 不滿意、1 非常不滿意。 

（四）統計圖表： 

以雷達圖顯示，前四項指標圍成的四邊形面積就等於綜合得分。 

 

二、評鑑茶葉的方法：（參考資料 5） 

（一）最初想法： 

台灣目前沒有關於苦味的官方標準，也沒有檢驗苦味的標準流程。但是台灣幾十年來

卻以茶葉王國自居，每年都吸引許多國內外觀光客聞茶香而來。聽阿公說每年的茶葉

採收季節各地農會都要舉辦評鑑茶葉比賽，看看誰可以得到冠軍茶的頭銜？為自己家

裡的茶葉賣出好價錢。 

（二）評鑑茶葉方法： 

我們找到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葉改良場網頁中的評鑑茶葉方法，適度修改後變成我

們「評鑑苦味的方法」。 

（三）評鑑苦味方法： 

1.實驗前兩小時內不吃任何東西，以免影響味覺感官。 

2.每次實驗完畢用清水漱口，保持口腔的潔淨。 

3.在適當的溫度服用（過高溫或低溫情況都不易分辨苦味）。 

4.每次實驗均在口中停留一分鐘後吐掉，並記錄開始感覺到苦的時刻。（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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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何要檢查澱粉紙是不是真的含有澱粉？（參考資料 6、7） 

（一）最初想法： 

有鑒於今年（2011）五月爆發的黑心食品商人以塑化劑取代起雲劑的事件，讓我們想

到是否應該對於食物成分做一合理的懷疑？尤其是針對我們研究創新來改善苦味所使

用的澱粉紙，也曾經請老師和爸媽幫忙，但是都拿不到其成分明細。商人的解釋是說，

因為澱粉紙的市場小，大多是供應糖果公司包裝糖果用，所以沒有標示成分的必要。 

（二）商人對於澱粉紙的成分說明：  

「大多用蕃薯、玉米或小麥等澱粉做成的。人們把這些澱粉調成稀漿，除掉雜質，用熱

水沖成澱粉糊，再將澱粉糊均勻地塗在轉動的乾燥機上，經過烘乾製成白色、半透明

的澱粉紙」。 

（三）自己檢驗是不是真的含有澱粉的方法： 

我們參考國中一年級自然課本第三章養分，活動 3-1 食物中醣類的測定的實驗方法。 

1.澱粉＋碘液（黃色）→ 呈現藍黑色的反應。 

2.澱粉＋唾液＋本氏液（藍色）→ 葡萄糖（綠色→黃色→橙色→紅色）。 

（糖含量低  →→  糖含量高）   

伍、研究過程 

 

 

 

針對學校六年級108位同學做的問卷

調查，尤其我們正值發育時期，有些

同學正在服用「轉骨湯」、「轉大人」

等幫助骨骼生長的中藥。 

◎問卷調查方法：參與本研究的六位同學，分頭找尋學校六年

級各十八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 

◎ 問卷調查項目：1.是否吃過中藥？ 

2.是否吃過轉骨湯？ 

3.對於吃中藥的感受。 

4.曾經使用克服中藥苦味的方法。 

以統計圖表呈現調查結果 

討論並歸納結果 

 

目的一：以數學統計六年級小學生不喜歡吃中藥的比例和原因。 

 



 6 

 

 

 

 

 

 

 

 

 

 

 

 

 

 

 

 

 

 

 

 

 

目的二：自己研究創新和找出市面上有哪些改善中藥苦味的方法。 

選取本草綱目裡屬於「大苦」、「大寒」的龍膽草和黃連

作為實驗的對象，所服用的中藥材來源、服用劑量和實

驗過程均經福大中醫診所張福泰醫師、邱秀林醫師、華

濬中醫診所鄭承濬醫師鑑定，確認其正確性和安全性。 

(1)膠囊－製藥廠生產或中醫診所自行配製。 

(2)錠－製藥廠生產或中醫診所自行配製。 

(3)調劑糖粉─有甘草、優格兩種口味，添加比例約為

3.5％。 找尋市面上常用來

改善苦味的材料 

自己研究創新來改善

苦味的材料 

(1)澱粉紙－8.0×6.5 平方公分/張。 

想法源自牛軋糖果外面包裹的可

食用透明紙。 

售價每包 500 張 80 元，平均一張

澱粉紙僅 0.16 元。 

科
學
中
藥 

水
煎
湯
藥 

(1)加入冰糖─可以用黑糖取代，添加比例 1～3％。 

(2)加入肉湯或排骨燉煮─想法源自夜市的藥燉排骨。 

(3)吃仙渣餅或梅餅。 

(2)加入肉湯或排骨燉煮－這是屬於食療的概念，和中醫的藥療概念不相同。 

(3)吃仙渣餅或梅餅－這是屬於事後補救，仍然沒有解決中藥很苦的問題。 

醫
師
否
決 

科
學
中
藥 

水
煎
湯
藥 

(1)吉利丁片－是一般製作果凍的重要原料。 

想法源自香港有名的點心龜苓

膏，吃起來雖然感覺有點苦苦

的，但是口感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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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三：利用官能品評法，依中藥劑型實驗決定改善中藥苦味的最佳方式。 

◎實驗紀錄、分析結果和歸納： 

 (1)中藥官能品評單 

 (2)製作官能品評雷達圖。 

 (3)歸納結果。 

 
實際服用的心得感想 

結論 

◎藉由官能品評法進行實驗： 

(1)視覺─外觀(顏色、形狀)。 

(2)味覺─內部(風味、口感)，其中包含開始感覺苦的時刻、

苦味程度和實際口感。 

給予1至5的評分 ◎五分制評分法： 

   5非常滿意  4滿意  3尚可 

   2不滿意    1非常不滿意 

◎藉由官能品評法進行實際的測試與記錄： 

(1) 清水漱口使口腔潔淨。 

(2) 適當溫度服用。 

(3) 口中停留1分鐘後吐掉。 

(4) 紀錄開始變苦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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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四-1：實驗 I 證明澱粉紙是不是真的含有澱粉？ 

目的四-2：實驗 II 證明澱粉紙是不是真的含有澱粉？ 

有鑒於今年（2011）五月爆發的黑心食品商人以塑化劑取代起雲劑的事件。

讓我們想到是否應該對於食物成分做一合理的懷疑？而我們特別針對澱粉

紙的原因是：1.市面上買到的澱粉紙都沒標明成分。 

2.澱粉紙價格便宜，可以在家自己DIY，所以安全更重要。 

3.希望突顯這個問題讓相關單位能夠重視。 

可溶性澱粉 

＋清水 5ml 

澱粉紙 

＋清水 5ml 清水 5ml 

 

分別滴入 5ml 的碘液 

藍黑色 藍黑色 黃色 

清水 3ml 
澱粉紙 

＋清水 3ml 

澱粉紙 

＋唾液 3ml 

10％葡萄糖
液 3ml 

分別滴入 3ml 的本氏液 

 
55℃ 

 

 

67℃ 

86℃ 

藍色 藍色 

藍色 藍色 

藍色 藍色 

綠色 淺綠色 

綠色 橙色 

橙色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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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17%

有

83%

沒有

56%

有

44%

陸、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本校六年級小學生對於中藥的問卷調查結果：（附件一） 

（一）從小到大有沒有吃過中藥？                  （二）有沒有吃過轉骨方？轉大人？

或幫助骨骼生長發育的中藥？ 

（三）對於吃中藥的感覺？ 

90％

10 ％

0%

20%

40%

60%

80%

100%

苦 不苦

 
 
（四）如何消除苦味？ 

26%

20%

14%

2%
38%

0% 10% 20% 30% 40%

含梅餅或仙渣餅

含糖果或蜂蜜

喝水

大叫或敲桌子

忍耐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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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結果可以討論出： 

1.中藥已經深入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因為有 83％的小學生都吃過中藥。 

2.現在的爸媽都很注重小孩子的生長發育，因為有近一半約 11～12 歲的小學生吃過轉骨方、

轉大人、或幫助骨骼生長發育的中藥。 

3.就如同一開始的研究動機提到，我們真的很討厭中藥的苦味，統計結果顯示高達 90％的小

學生和我們的看法一致，可見真的非常需要大家想辦法來解決。 

4.最後問到如何消除苦味？統計結果讓我們覺得很無奈，因為高達 38％的小學生選擇忍耐並

默默地將中藥吞（喝）下去；其次依據比例大小分別是含梅餅或仙渣餅 26％、含糖果或蜂

蜜 20％、喝水 14％、大叫或敲桌子 2％…等所有方法都屬於「吃了中藥後」才來彌補，有

沒有什麼方法是「吃了中藥前」就可以改善中藥的苦味呢？ 

 

二、改善中藥苦味官能品評的雷達圖結果：依劑型區分（附件二） 

（一）科學中藥（依排名順序） 

黃連_膠囊

綜合得分(面積)＝43.1

第60.0秒

4.6

4.5

3.6

外觀

開始苦的時刻

苦味程度

口感

黃連_錠

綜合得分(面積)＝28.1

第52.7秒
3.1

3.6

3.1

外觀

開始苦的時刻

苦味程度

口感

特優 

第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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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連_澱粉紙

綜合得分(面積)＝25.0

第44.5秒

3.6

3.3

2.8

外觀

開始苦的時刻

苦味程度

口感

龍膽草_調劑糖粉(甘草)

綜合得分(面積)＝24.4

第43.0秒

3.5

3.1

3.1

外觀

開始苦的時刻

苦味程度

口感

龍膽草_調劑糖粉(優格)

綜合得分(面積)＝22.9

3.0

3.1

2.8
第47.2秒

外觀

開始苦的時刻

苦味程度

口感

第 5 名 

第 3 名 

第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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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膽草_澱粉紙

綜合得分(面積)＝17.1

第38.2秒

2.5

2.1

3.3

外觀

開始苦的時刻

苦味程度

口感

龍膽草_直接服用

綜合得分(面積)＝14.6

第32.3秒

3.0

2.1

2.5

外觀

開始苦的時刻

苦味程度

口感

黃連_調劑糖粉(優格)

綜合得分(面積)＝10.1

3.0

2.3

1.6
第21.7秒

外觀

開始苦的時刻

苦味程度

口感

第 6 名 

第 7 名 

第 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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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連_調劑糖粉(甘草)

綜合得分(面積)＝6.2

第10.7秒

2.0

1.6

2.6

外觀

開始苦的時刻

苦味程度

口感

黃連_直接服用

綜合得分(面積)＝1.8

第1.0秒

1.0

1.3
1.6

外觀

開始苦的時刻

苦味程度

口感

 

（二）水煎湯藥（依排名順序） 

龍膽草_黑糖果凍

綜合得分(面積)＝16.8

第34.1秒

2.5

2.6

3.1

外觀

開始苦的時刻

苦味程度

口感

第 9 名 

最差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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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連_無糖果凍

綜合得分(面積)＝11.2

第23.4秒

2.8

2.8
1.5

外觀

開始苦的時刻

苦味程度

口感

龍膽草_無糖果凍

綜合得分(面積)＝11.1

第19.0秒

2.3

2.3

3.0

外觀

開始苦的時刻

苦味程度

口感

黃連_直接服用

綜合得分(面積)＝4.6

第12.2秒

1.6

1.5

1.8

外觀

開始苦的時刻

苦味程度

口感

第 3 名 

第 2 名 

第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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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膽草_直接服用

綜合得分(面積)＝4.5

第15.0秒

1.5

1.5
1.5

外觀

開始苦的時刻

苦味程度

口感

 

 

由以上結果可以討論出： 

1.雖然各種改善苦味的方法在各項指標上各有擅長，例如：澱粉紙的外觀較不討喜、不過卻

有較長的時間可以對付苦味；雖然同樣是果凍，但是龍膽草的果凍外觀卻比黃連的果凍外

觀好看許多等…。因此，比較快速看出勝負結果就是求出每種方法的「綜合得分」。 

2.由外觀、開始苦的時刻、苦味程度、口感等四項指標組成的雷達圖中，算出面積就可以獲

得官能品評的「綜合得分」。 

3.科學中藥－ 

（1）膠囊和錠是本次實驗的第一、二名，所有指標都接近「4 滿意」的程度，尤其是膠囊在

實驗時間 60 秒結束前所有受測者皆未感覺苦味、錠則在平均 52.7 秒才感覺苦味。 

（2）我們研發創新的澱粉紙也有不錯的表現，分別名列第三、六名，雖然外觀較不討喜、不

過對付科學中藥苦味卻有不錯的效果。後來大家交換意見才知道，如果將澱粉紙（8.0×6.5

平方公分/張）多對摺幾次包裹龍膽草或黃連時，能夠將「開始苦的時刻」再延遲。 

（3）調劑糖粉不論是甘草口味或優格口味，其對付龍膽草苦味效果較好（第四、五名）、對

付黃連苦味效果較差（倒數第二、三名）。 

4.水煎湯藥－ 

（1）水煎湯藥的製作過程比較繁瑣、費時，從【藥材】→【加水熬煮】→【收縮成湯藥】等

都有一定的比例，根據中醫師的經驗約為： 

【藥材 3 兩重】→【加水 500c.c 熬煮】→【收縮成湯藥 100c.c】。 

（2）製作成果凍的吉利丁片和水煎湯藥也有一定的比例，為了不浪費辛苦熬煮的水煎湯藥在

試驗製作果凍的比例，我們先以不同量開水取代水煎湯藥，找出： 

【一片吉利丁】配上【最多 50c.c 的水煎湯藥】才能製作成果凍的比例。 

（3）中醫師會針對部分較苦寒的水煎湯藥加上冰糖（或黑糖）幫助患者服用，添加比例為 1

～3％。我們也根據這比例製作出龍膽草的黑糖果凍，品評結果比起無糖果凍效果好，

更能延遲「開始苦的時刻」。 

（4）龍膽草的果凍外觀無論是深色的黑糖果凍或淺色的無糖果凍，都比黃連的果凍外觀好看

許多。原因可能是龍膽草的水煎湯藥比起黃連較為清澈，比較適合製作果凍。 

最差 

第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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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丁片和水的比例實驗 最多 50c.c 的水煎湯藥 

  

加熱後加入吉利丁片 黃連果凍 

  

深色：龍膽草黑糖果凍 ； 淺色：龍膽草無糖果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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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能品評法的實驗記錄 

 

三、澱粉紙和可溶性澱粉的實驗結果相同（都呈現藍黑色），證明澱粉紙含有澱粉。 

  

由左至右依序是：可溶性澱粉＋水、澱粉紙＋水、水。 由左至右依序是：藍黑色、藍黑色、黃色。 

 

四、澱粉紙＋唾液和葡萄糖液的實驗結果都使本氏液變成紅色或橙色，證明唾液會將澱粉紙

中的澱粉轉化成葡萄糖。 

   

由左至右依序是：水、澱粉紙＋水、

澱粉紙＋唾液、10％葡萄糖液。 
加熱至 55℃左右的情況 加熱至 86℃左右取出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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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原本我們的研究題目是：如何「去除」中藥的苦味。但是在蒐集參考資料和請教中醫師

後才發現：將中藥的苦味「去除」，是不是也將中藥的療效一併「去除」？於是我們改從人體

味覺的方向來思考，四年級的健康與體育課曾經學過苦味的感覺主要源自舌頭的根部（參考

資料 8）；從視覺的方向來思考，外觀的第一印象也是讓小學生喜不喜歡吃的重要因素。因此，

我們歸納出四項改善苦味的要訣： 

○1 讓中藥的外形變好看○2 縮短通過舌頭根部時間○3 減少苦味的程度○4 讓中藥口感變好。 

以下是我們根據本研究目的，並依循上述四項改善苦味的要訣所得到的結論： 

一、運用數學統計調查六年級小學生服用中藥的比例，以及不喜歡吃中藥的比例和原因： 

（一）有超過 80％以上的小學生都吃過中藥，可見得中藥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二）吃過中藥的小學生有高達 90％覺得苦。 

（三）38％小學生遇到苦的中藥只能忍耐吃（喝）下去，60％再用事後補救的方式改善苦味。 

 

二、自己研究創新和找出市面上有哪些改善中藥苦味的方法： 

（一）針對科學中藥－膠囊、錠、調劑糖粉、澱粉紙等方法。 

（二）針對水煎湯藥－黑糖果凍、無糖果凍等方法。 

 

三、利用官能品評法，依中藥劑型實驗決定改善中藥苦味的最佳方式： 

（一）科學中藥 

1.錠和膠囊無論視味覺方面最能改善中藥苦味，缺點是必需經藥廠生產或中醫診所配製。 

2.澱粉紙雖然外觀上較差，但是兼具改善中藥苦味、成本低廉和在家自己 DIY 的優點。 

3.中醫師會依據不同的病情調整各種藥材的重量（如下圖所示），無法依個人病情和所需

藥量製成定量的錠和膠囊來去除苦味，因此，在中醫診所拿回的藥粉包，可以直接倒入

澱粉紙包起來服用，立即克服這個問題。 

  

4.調劑糖粉無論甘草或優格口味對於龍膽草改善中藥苦味效果較佳、對於黃連效果較差。 

（二）水煎湯藥 

1.黑糖果凍改善中藥苦味效果最佳、無糖果凍次之，兩者都比直接服用水煎湯藥來得好。 

2.製成果凍後開始感覺苦的時刻仍比科學中藥早，所以建議儘快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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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證明澱粉紙是不是真的含有澱粉？驗證其隔絕中藥苦味的可行性。 

（一）澱粉紙＋碘液（黃色）→ 呈現藍黑色的反應，證明澱粉紙真的含有澱粉。 

（二）澱粉紙＋唾液＋本氏液（藍色）→ 葡萄糖，證明唾液會將澱粉紙中的澱粉轉化成葡萄

糖。 

（三）我們查過資料（參考資料 9、10）發現藥廠在製作科學中藥的過程，需要少量的澱粉

用來擔任配角的角色以便於吞服，例如黏合原藥，或使原藥成型，目的為使藥品維持

安定度及色澤或口味較佳，因此可以考慮和科學中藥一起吞服以隔絕苦味。 

 

其實在我們請教中醫師的過程中，他們也有提到自己改善中藥苦味的獨門秘方。因為大

部分服用中藥都是複方形式，所以在不影響整體療效的情況下，會在中藥處方裡加入「甘補」

的藥材，例如：黃耆、人參、枸杞等…。不過這是屬於專業醫師領域的範疇，並非我們小學

生可以完成的。 

 

捌、心得感想 

經由這次研究，我們學到了更多有關中藥的知識，更顛覆了對中藥的刻板印象，以前都

認為中藥一定都是苦的，且沒有辦法克服這個問題，甚至害怕服用中藥。在我們嘗試了許多

不同口味的中藥，並試著以許多方法改善中藥的苦味，良藥可以不再苦口了！ 

令人振奮的是，我們發現將水煎湯藥製成果凍可以大幅減少苦味、提升口感，與科學中

藥相比，果凍的口感較為滑順，不像粉末一樣乾澀。如果將澱粉紙多對摺幾層，也可以減少

科學中藥的苦味喔！我們只要繼續朝著這個方向做研究，一定可以找出更多既能改善苦味又

不會影響療效的方法，讓更多人輕鬆服用中藥。 

所謂團結力量大，在這研究過程中，我們深切的領悟到了合作的重要性，因為這並不是

一個人可以做的來的，而是需要所有人的努力來完成。在一起分工合作之下，並以不畏困難

的信念，不厭其煩的嚐試各種中藥，即使苦在口中，卻甜在心頭呢！ 

最後，要特別感謝熱心、耐心的中醫師和老師的指導，因為這段學習的過程，真是獲益

良多，不僅讓我們建立許多科學研究的概念，更在這即將畢業的前夕，寫下最美好的一頁。 

  

現在我們吃科學中藥的時候，都一定會先找老師要張澱粉紙來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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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附件 

 

一、○○國小六年級學生對於中藥的問卷調查內容與統計結果： 

 

姓名 
從小到大有沒

有吃過中藥？ 

有沒有吃過轉骨方？轉大人？

或幫助骨骼生長發育的中藥？ 

對於吃中藥的

感覺？ 
如何消除苦味？ 

周○輪 
□曾經吃過 

□一次都沒有 

□曾經吃過 

□一次都沒有 

□覺得苦 

□一點都不苦 

□含一片梅餅或仙渣餅 

其他：               

樣 

本 

數 

108 

人 

( 90 人)有 

( 18 人)沒有 

( 47 人)曾經吃過 

( 61 人)一次都沒有 

( 81 人)覺得苦 

( 9 人)覺得不苦 

( 21 人)含梅餅或仙渣餅 

( 16 人)含糖果或蜂蜜 

( 11 人)喝水 

( 2 人)大叫或敲桌子 

( 31 人)忍耐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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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善中藥苦味官能品評的統計結果： 

 

（一）科學中藥（依排名順序） 

 
膠囊_黃連 錠_黃連 澱粉紙_黃連 

調劑糖粉 

(甘草)_龍膽草 

調劑糖粉 

(優格)_龍膽草 

外觀(顏色形狀) 3.6 3.1 2.8 3.1 3.0 

開始苦的時刻 第 60.0 秒 第 52.7 秒 第 44.5 秒 第 43.0 秒 第 47.2 秒 

苦味程度 4.6 3.6 3.6 3.5 3.1 

口感 4.5 3.1 3.3 3.1 2.8 

綜合得分 43.1 28.1 25.0 24.4 22.9 

排名 1 2 3 4 5 

 澱粉紙_ 

龍膽草 

直接服用_ 

龍膽草 

調劑糖粉 

(優格)_黃連 

調劑糖粉 

(甘草)_黃連 
直接服用_黃連 

外觀(顏色形狀) 3.3 2.5 3.0 2.6 1.6 

開始苦的時刻 第 38.2 秒 第 32.3 秒 第 21.7 秒 第 10.7 秒 第 1.0 秒 

苦味程度 2.5 3.0 2.3 2.0 1.0 

口感 2.1 2.1 1.6 1.6 1.3 

綜合得分 17.1 14.6 10.1 6.2 1.8 

排名 6 7 8 9 10 

 

 

（二）水煎湯藥（依排名順序） 

 黑糖果凍_ 

龍膽草 
無糖果凍_黃連 

無糖果凍_ 

龍膽草 
直接服用_黃連 

直接服用_ 

龍膽草 

外觀(顏色形狀) 3.1 1.5 3.0 1.8 1.5 

開始苦的時刻 第 34.1 秒 第 23.4 秒 第 19.0 秒 第 12.2 秒 第 15.0 秒 

苦味程度 2.5 2.8 2.3 1.6 1.5 

口感 2.6 2.8 2.3 1.5 1.5 

綜合得分 16.8 11.2 11.1 4.6 4.5 

排名 1 2 3 4 5 

 



【評語】080820 

針對科學中藥和水煎湯藥，選擇龍膽草和黃蓮為實驗的

對象，本研究研究如何事前改善苦味，非常實際。顯然科學

中藥(藥粉)所採用的膠囊、錠和澱粉紙對於藥品苦味之改善

效果極佳，真正需要改善苦味的應該是水煎湯藥，作者們利

用果凍化湯藥來改善水煎湯藥之苦味，對兒童尤其是幼兒之

服藥很有幫助，糖果凍或無糖果凍皆能改善苦味，但是對藥

效之影響應有科學化驗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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