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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有三，一為探究大花咸豐草的特性，二為探究大花咸豐草萃取液的防黴效 

果，三為探究大花咸豐草萃取液的防蚊效果。本研究採實驗法，運用浸泡、煮沸、壓榨、蒸 

餾等萃取法。研究結果有四： 

一、大花咸豐草的特性 

（一）在常溫中性環境，大花咸豐草種子發芽速度較咸豐草和鬼針草快；但不適宜在低 

溫（7℃以下）、高溫（38℃以上）、酸性（pH2）和鹼性（pH10）的環境下發芽。 

（二）各種萃取液為酸性，顯示大花咸豐草株體本身亦為酸性。 

二、各種萃取液有抑制黴菌生長的效果，且有時效性。 

三、各種萃取液有防蚊的效果。 

四、各種萃取液、醋液、鹽水和小蘇打水，皆可影響孑孓的生長，尤其壓榨法萃取液和 

小蘇打水，效果最好。 

 
 

壹、研究動機 

被列為危害環境物種的大花咸豐草，為菊科鬼針屬，同屬植物包含咸豐草、鬼針草是否 

有本土種的說法，文獻看法不一，科技部的科技大觀園所載鬼針草（白花鬼針）為本土物種， 

大花咸豐草和咸豐草（小白花鬼針）則為外來種（許曉茹、莊大永、楊文欽、賴邦嶽，2007）； 

詢問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和嘉義大學生物系，發現咸豐草本 種原 產 於 美洲 ( 馬 金雙 ， 

2014，p.499)。所以無論是因醫藥使用或農業需求所引進的鬼針草或咸豐草，經過數十年的 

演進，已成為臺灣的歸化物種，因大花咸豐草繁殖力太好，所以數量快速增加，壓迫到鬼針 

草的分布，所以鬼針草曾零星出現在屏東、嘉義等地，分布位置很難確認，本研究在臺南曾 

文水庫意外發現鬼針草，因此，以三種咸豐草進行發芽差異的實驗，探討大花咸豐草的生長 

特性，來了解大花咸豐草繁殖力強的原因。 

大花咸豐草除了用於食用外，將大花咸豐草乾燥後煮沸成消暑降火的青草茶，或利用高 

效能液相層析儀取得大花咸豐草的萃取物作動物測試，發現對糖尿病有治療效果（許曉茹、 

莊大永、楊文欽、賴邦嶽，2007），或乾燥磨粉並用酒精溶解測試，發現具抗氧性（江淑華、 

陳志瑋、王秀育、賴潔賢、張基郁，2008），足見大花咸豐草的益處。大花咸豐草為菊科植 

物，菊科植物的防蟲效果最佳，除蟲菊、茵蔯蒿等都是常見的防蚊植物，天人菊亦有防菌效 

果（謝廷芳、黃晉興、謝麗娟、胡敏夫、柯文雄，2005），因此，本研究以大花咸豐草來測試 

臺灣環境常出現的黴菌和蚊子問題，了解其是否也有菊科植物常見的防黴防蟲功用？ 

植物萃取法有浸泡法、壓榨法、萃取法和蒸餾法等（吳艾真，2007；陳振義，2010）， 

各種方式的萃取物特性及效果不同，所以我們決定採用這些方法來製作大花咸豐草萃取物， 

以測試大花咸豐草萃取物特性及防黴防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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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探究大花咸豐草的特性 

（一）比較不同溫度與酸鹼度對三種咸豐草種子發芽之差異。 

（二）比較不同萃取法之大花咸豐草萃取液的酸鹼度差異。 

 
二、比較不同萃取法之大花咸豐草萃取液對黴菌生長的影響差異。 
 
三、比較不同萃取法之大花咸豐草萃取液對蚊子的影響差異。 
 
四、比較不同萃取方式之大花咸豐草萃取液對孑孓的影響差異。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酸鹼度試紙、溫溼度計、中藥鍋、榨汁分離機、電鍋、冰箱及相機。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本研究採實驗法，過程及方法如下所述： 

一、初擬題目－探究本土與外來種咸豐草的發芽情形之比較。 
 

二、蒐集文獻－鬼針草為本土物種，大花咸豐草和咸豐草則為外來物種（科技部的科技 

大觀園）。 

 

三、收集材料－收集咸豐草時，發現大花咸豐草和咸豐草最易取得；為了收集鬼針草， 

詢問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和嘉義大學生物系，卻發現鬼針草非 

本土的，只是引進時間較早的外來物種。在臺南曾文水庫意外發現 

鬼針草，因此，本研究得以三種咸豐草進行種子發芽差異的實驗，並探 

討大花咸豐草的防黴防蟲效果。 

 

四、確認題目－探討大花咸豐草之特性與防黴防蚊效果。 
 

五、補充文獻 

（一）菊科植物常被用來防菌防蟲，植物萃取法包含浸泡法、壓榨法、煮沸法、蒸餾法 

等（吳艾真，2007；陳振義，2010）。 

（二）黴菌最適合生長在溫度 15℃-20℃、溼度 70%以上，加上適當養分的環境（廖芳 

陛，2007）。。 

（三）蚊子的類型可依生存環境與叮咬習性區分差異，在冬季戶外常見有斑紋的蚊子主 

要是三斑家蚊、環紋家蚊和白線斑蚊等，依本研究進行時間及蚊子習性來看，本 

研究所抓取到的蚊子屬於家蚊類（臺灣環境有害生物管理協會），其幼蟲孑孓則 

存活在水中。目前消除蚊蟲的方法以殺蟲劑來撲滅外，亦有使用鹽巴阻擋孑孓存 

活（林佳立，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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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準備材料 

（一）收集咸豐草時，在臺南曾文水庫意外發現鬼針草（圖 1），因此，本實驗的三種咸 

豐草產地來自臺南曾文水庫（表 1）。但因製作萃取液的材料數量大，故增加嘉義 

蘭潭水庫附近收集大花咸豐草進行實驗。 

 
圖 1  臺南曾文水庫發現三種咸豐草生長分布圖 

 

表 1  三種咸豐草的花形及種子展示表 

 
 

（二）浸泡純水法（圖 2）－把 200 克大花咸豐草，倒入 600 ㏄純水浸泡，獲得萃取液 

600 ㏄。 

 
（三）浸泡酒精法（圖 3）－把 200 克大花咸豐草，倒入 600 ㏄酒精浸泡，獲得萃取液 

600 ㏄。 

 
 

（四）壓榨法（圖 5）－把 2000 克大花咸豐草葉，不加任何水分，用榨汁分離機（圖 4） 

壓榨，獲得萃取液 600 ㏄。 

 

 

 

 
 
 

3



 
 
 
 

 
 

（五）煮沸法（圖 7）－把 1600 克大花咸豐草，加入 800 ㏄純水，用中藥鍋（圖 6）煮 

，獲得萃取液 600 ㏄。 

 
 

（六）蒸餾法（圖 9）－把 4300 克大花咸豐草，加入 3500 ㏄純水，用自製蒸餾器（圖 

8）蒸餾出 600 ㏄蒸餾液。 

 
七、實驗測試 

（一）實驗測試將三種咸豐草種子分別放進有  20  ㏄純水的杯中，並分別放置在常溫 

（15-25℃）、低溫（3-7℃，圖 9）、高溫（38-45℃，圖 10）的環境觀察發芽狀況。 

 

（二）將三種咸豐草種子分別放進有 20 ㏄醋液（pH2）的杯子、20 ㏄純水（pH7）的杯 

子和有 20 ㏄小蘇打水（pH10）的杯子（圖 11），觀察發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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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伸實驗測試－經（一）（二）實驗測試及記錄程序後，發現在低溫（3-7℃）、 

高溫（38-45℃）、醋液（pH2）和小蘇打水（pH10）的種子皆沒有發芽。為探討 

種子的內部生長條件是否被破壞，所以進行延伸測試，將這四組之種子分別放進 

有 20 ㏄純水（pH7）的杯子，並放置常溫（15-25℃）環境觀察發芽狀況。 

 

（四）將各種萃取液分別滴在 1/4 片吐司，並設對照組-未加任何液體或水分，放置在 

室內常溫環境（依中央氣象局提供 104 年 12 月實驗地點的室外均溫為 19.8℃、 

平均溼度為 78%），觀察發霉情況（圖 12）。 
 
 
 
 
 
 
 
 

圖 12  吐司測試 
 
 

（五）將各種萃取液分別加入 2 克麵粉並揉成麵團，亦設對照組-純水（pH7），放置在 

室內常溫環境（依中央氣象局提供 105 年 1 月實驗地點的室外均溫為 16.9℃、 

平均溼度為 82%），觀察發霉情況（圖 13）。 

 
 
 
 
 
 

圖 13  麵團測試 

 
 

（六）將各種萃取液分別塗在手心手背及手腕，測試觀察箱 7 隻家蚊的反應。 
 

（七）將 80 ㏄各式萃取液、pH2 醋液、pH10 小蘇打水、鹽水，分別倒入有 15-20 隻孑 

孓紙杯，觀察孑孓的反應。 

 
 

（八）將 80 ㏄各式萃取液、醋液、小蘇打水、鹽水，分別倒入有孑孓的水溝，觀察孑 

孓的反應。 
 
 

（九）萃取液保存期限吐司測試，將存放 5 個月的各種萃取液 2 ㏄分別滴在 1/4 片自製 

吐司，並設對照組-加水 2 ㏄，放置在室內環境，觀察發霉情況（圖 14）。 
 
 
 
 
 
 

圖 14  萃取液保存期限吐司測試 

 

浸泡酒精法 浸泡純水法 壓榨法 煮沸法 蒸餾法 對照組 

      

 

浸泡酒精法 浸泡純水法 壓榨法 煮沸法 蒸餾法 對照組 

      

 

環境溫溼度 浸泡酒精法 浸泡純水法 壓榨法 煮沸法 蒸餾法 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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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萃取液保存期限麵團測試，將存放 5 個月的各種萃取液分別加入 2 克麵粉並揉成 

麵團，亦設對照組-純水，放置在室內環境，觀察發霉情況（圖 15）。 

 
 
 
 
 
 

圖 15  萃取液保存期限麵團測試 

 
 

（十一）萃取液保存期限蚊子測試，將存放 5 個月的各種萃取液分別塗在手心手背及手 

腕，測試觀察箱 8 隻蚊子的反應。 

 
 

（十二）萃取液保存期限孑孓測試，將存放 5 個月的各式萃取液 50 ㏄分別倒入有 15-20 

隻孑孓紙杯，觀察孑孓的反應。 

 
 

八、實驗記錄 

（一）以製表及照相記錄三種咸豐草種子發芽狀況。 

（二）使用放大鏡觀察發霉情況，並製表和照相記錄其變化。 

（三）使用自製蚊子觀察箱，觀察家蚊叮咬情況，並製表和攝影記錄家蚊反應。 

（四）以製表、照相及攝影記錄孑孓反應。 

 
 
九、整理分析－製作圖表及資料分析。 
 
 
十、製作成果報告－製作實驗報告。 
 
 

伍、研究結果 

一、探究大花咸豐草的特性 

（一）三種咸豐草種子在不同溫度和酸鹼度下的發芽差異 

1.比較大花咸豐草、咸豐草、鬼針草種子在不同溫度下的發芽差異 

（1）在常溫 15-25℃的環境 

將大花咸豐草、咸豐草、鬼針草種子放在常溫 15-25℃的環境，研究結果（表 

2 及表 3）發現，大花咸豐草種子發芽的時間比咸豐草和鬼針草早，第二週大 

花咸豐草種子便出現發芽情形（種子尾端有白色芽），第三週便有 1 顆種子外 

殼脫離、芽苗獨自生長；咸豐草種子的芽苗雖然在第二週與大花咸豐草相同長 

度，但是第四週大花咸豐草芽苗比較長。 

（2）在低溫 4-7℃的環境 

將大花咸豐草、咸豐草、鬼針草種子放在低溫 4-7℃的環境，研究結果（表 3） 

發現，三種種子都沒有發芽情形，種子外觀皆無變化。 

（3）在高溫 38-45℃的環境 

將大花咸豐草、咸豐草、鬼針草種子放在高溫 38-45℃的環境，研究結果（表 

 

環境溫溼度 浸泡酒精法 浸泡純水法 壓榨法 煮沸法 蒸餾法 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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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現，三種種子亦都沒有發芽情形，種子外觀亦無變化。 

 
 
由此可知，在常溫環境中，大花咸豐草、咸豐草、鬼針草種子都可順利發芽， 

大花咸豐草種子的發芽與成長速度較咸豐草和鬼針草快；但是在低溫和高溫的環 

境下，大花咸豐草、咸豐草、鬼針草種子皆未發芽，足見這三種植物種子不適宜 

在低溫（7℃以下）和高溫（38℃以上）的環境下發芽，也因種子無法發芽，所以 

植物生長亦較難存活在這些環境。 

 
 

表 2  三種咸豐草種子在常溫之發芽情形紀錄表 
 
 
 
 
 
 
 
 
 
 
 
 
 

表 3  三種咸豐草種子在不同溫度之發芽情形統計表 
 
 
 
 
 
 
 
 
 

2.比較大花咸豐草、咸豐草、鬼針草種子在不同酸鹼度下的發芽差異 

（1）泡在酸鹼度 pH7（中性）的純水 

將大花咸豐草、咸豐草、鬼針草種子泡在酸鹼度 pH7 的純水中，研究結果（表 

4 及表 5）發現，大花咸豐草種子發芽的時間比咸豐草和鬼針草早，第二週大 

花咸豐草種子便出現發芽情形（種子尾端有白色芽），第三週便有 1 顆種子外 

殼脫離、芽苗獨自生長；咸豐草種子的芽苗雖然在第二週與大花咸豐草相同長 

度，但是第四週大花咸豐草芽苗比較長。 

（2）泡在酸鹼度 pH2（酸性）的醋液 

將大花咸豐草、咸豐草、鬼針草種子泡在酸鹼度 pH2 的醋液，研究結果（表 5） 

發現，三種咸豐草都未發芽，且所有種子在第一週即出現外殼中間有裂縫並有 

白色物（0.2 ㎝），但未再有其它變化或發芽。 

（3）泡在酸鹼度 pH10（鹼性）的小蘇打水 

將大花咸豐草、咸豐草、鬼針草種子泡在酸鹼度 pH10 的小蘇打水，研究結果 

（表 5）發現，三種咸豐草都未發芽，種子外殼覆著白色粉末。 

 
 

項目 大花咸豐草 咸豐草 鬼針草 

第 2 週    

第 4 週    

 

項目 

大花咸豐草 咸豐草 鬼針草 

低溫 

4-7℃ 

常溫 

15-25℃ 

高溫 

38-45℃ 

低溫 

4-7℃ 

常溫 

15-25℃ 

高溫 

38-45℃ 

低溫 

4-7℃ 

常溫 

15-25℃ 

高溫 

38-45℃ 

第二週 0 ㎝ 1 ㎝ 0 ㎝ 0 ㎝ 1 ㎝ 0 ㎝ 0 ㎝ 0.3 ㎝ 0 ㎝ 

第四週 0 ㎝ 5 ㎝ 0 ㎝ 0 ㎝ 3.5 ㎝ 0 ㎝ 0 ㎝ 1.5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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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在中性環境，大花咸豐草、咸豐草、鬼針草種子都可順利發芽， 

大花咸豐草種子的發芽與成長速度較咸豐草和鬼針草快；但是在酸性和鹼性的環 

境下，大花咸豐草、咸豐草、鬼針草種子皆未發芽，足見這三種植物種子不適宜 

在酸性（pH2 以下）和鹼性（pH10 以上）的環境下發芽，也因種子無法發芽，所 

以植物生長亦較難存活在這些環境。 

 
 

表 4  三種咸豐草種子在中性環境之發芽情形紀錄表 
 
 
 
 
 
 
 
 
 
 
 
 

表 5  三種咸豐草種子泡酸鹼度液發芽情形統計表 

 
 
 
 
 
 

*表示種子外殼有裂痕。 

 
 

3.延伸實驗：探究三種咸豐草種子在低溫、高溫、酸性及鹼性環境未發芽，其成長 

條件是否被干擾而不再發芽 

由上段研究得知，在低溫、高溫、酸性及鹼性環境的種子都沒有發芽，為了解這 

些環境影響是否干擾種子原有的成長條件而不再發芽，本階段是將這些經過低 

溫、高溫、酸性及鹼性環境實等實驗測試後的種子泡在常溫 15-25℃的純水中。 

研究結果（表 6）發現： 

（1）種子經 4-7℃低溫環境存放後，鬼針草可再發芽，咸豐草和大花咸豐草則未發芽。 

（2）種子經 38-45℃高溫環境存放後，大花咸豐草、咸豐草、鬼針草種子都未發芽。 

（3）種子經酸鹼度 pH2（酸性）醋液浸泡後，大花咸豐草、咸豐草、鬼針草種子無法 

發芽。 

（4）種子經酸鹼度 pH10（鹼性）小蘇打水浸泡後，咸豐草和鬼針草可發芽；大花咸 

豐草未發芽。 

 
 
綜合上述，低溫環境不會破壞三種咸豐草種子的成長條件，種子在有利的環境 

下仍可正常發芽生長；酸鹼度 pH10（鹼性）的小蘇打水不會破壞咸豐草和鬼針草種 

子的成長條件，所以在有利的環境下仍可正常發芽生長；小蘇打水卻影響大花咸豐草 

種子、不再發芽。另外，38-45℃的高溫和酸鹼度 pH2（酸性）的醋液會干擾三種咸 

 

項目 大花咸豐草 咸豐草 鬼針草 

第 2 週    

第 4 週    

 

項目 
大花咸豐草 咸豐草 鬼針草 

pH2 pH7 pH10 pH2 pH7 pH10 pH2 pH7 pH10 

2 週 0 ㎝* 1 ㎝ 0 ㎝ 0 ㎝* 1 ㎝ 0 ㎝ 0 ㎝* 0.3 ㎝ 0 ㎝ 

4 週 0 ㎝* 5 ㎝ 0 ㎝ 0 ㎝* 3.5 ㎝ 0 ㎝ 0 ㎝* 1.5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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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草種子的成長條件，使種子無法再發芽。 

 
 

表 6  溫度及酸鹼度液對三種咸豐草種子生長條件干擾統計表 
 
 
 
 
 
 
 
 
 
 
 
 
 
 
 
（二）比較不同萃取法之大花咸豐草萃取液的酸鹼度差異 

本研究採用不同萃取法製作出包含浸泡酒精法、浸泡純水法、壓榨法、煮沸法和 

蒸餾法等五種大花咸豐草萃取液，測量這些萃取液的酸鹼度值（表 7）發現：浸泡酒 

精法的萃取液酸鹼度 pH 值為 6，為弱酸性；浸泡純水法的萃取液酸鹼度 pH 值為 3-4， 

屬酸性；壓榨法的萃取液酸鹼度 pH 值為 4，亦是酸性；煮沸法的萃取液酸鹼度 pH 值 

為 4，是酸性；蒸餾法的萃取液酸鹼度為 7，是唯一的中性萃取液。 

分析研究結果，四種萃取法的大花咸豐草萃取液為酸性，顯示大花咸豐草株體本 

身的酸鹼度為酸性。至於蒸餾法的萃取液為中性，可能原因是蒸餾主要採集水蒸氣， 

萃取液中以水的成份為主，所以酸鹼度呈現中性，但是仍具備大花咸豐草特有的氣味。 

 
 

表 7  不同萃取液酸鹼度紀錄表 
 
 
 
 
 
 
 
 
 

二、比較不同萃取法之大花咸豐草萃取液對黴菌生長的影響差異 

（一）吐司測試 

將沾有大花咸豐草萃取液的吐司測試對黴菌生長的影響，結果發現（表 8）： 

1.出現黴菌的吐司分別為沾有蒸餾法、煮沸法和壓榨法等三種萃取液的吐司上，均 

發現有黑黴菌分布，黴菌的分布範圍為蒸餾法萃取液最多、煮沸法萃取液其次、 

壓榨法萃取液最少。 

2.未有黴菌的吐司分別為沾有浸泡酒精法和浸泡純水法萃取液的吐司上沒有發霉； 

對照組（即未加任何液體或水分）沒有發現黴菌。 

分析研究結果，黴菌最適合生長在溫度 15℃-20℃、溼度 70%以上，加上適當養分 

的環境（廖芳陛，2007），但是本研究的對照組吐司在平均溫度 19.8℃、溼度 78%以上 

 

項目 大花咸豐草 咸豐草 鬼針草 

4-7℃低溫 0 ㎝ 0 ㎝ 
3.5 ㎝ 

38-45℃高溫 0 ㎝ 0 ㎝ 0 ㎝ 

pH2 醋液 0 ㎝ 0 ㎝ 0 ㎝ 

pH10 小蘇打水 0 ㎝ 

4 ㎝ 2 ㎝ 

 

項目 浸泡酒精法 浸泡純水法 壓榨法 煮沸法 蒸餾法 

pH 值 

pH6 pH3-4 pH4 pH4 p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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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室內環境未出現黴菌；由於吐司是從大賣場購買，所以無法得知其中是否有干擾黴 

菌生長的成分。因此，對於吐司測試結果很難確認萃取液對黴菌生長的影響。 

 
 

表 8  沾有不同萃取液的吐司對黴菌分布情形紀錄表 
 
 
 
 
 
 
 
 
 
 
 
 
 

註： ○ 沒有發霉 ●有發霉 

 
 
（二）麵團測試 

由於上述結果出現對吐司成分的疑慮，因此，本研究進一步用大花咸豐草萃取液 

和麵粉製作麵團來測試其對黴菌生長的影響，結果發現（表 9）： 

1.使用大花咸豐草萃取液的麵團，無論是浸泡酒精法、浸泡純水法、蒸餾法、煮沸 

法和壓榨法的萃取液的麵團，放置在平均溫度 16.9℃、溼度 82%以上的室內環境， 

經過兩週都沒有發現黴菌。 

2.使用純水的麵團則在第一週就有發現黑黴菌，第二週黑黴菌有擴大範圍情形。 

 
 
由此可知，以浸泡酒精法、浸泡純水法、蒸餾法、煮沸法和壓榨法的萃取液製成 

的麵團均沒有黴菌分布，顯示不同萃取法之大花咸豐草萃取液有抑制黴菌生長的效 

果。另外，雖在吐司測試發現蒸餾法、煮沸法和壓榨法等三種萃取液的吐司上，均發 

現有黴菌分布，而沾有浸泡酒精法和浸泡純水法萃取液和對照組的吐司上沒有發霉； 

由於吐司是從大賣場購買，所以無法得知其中是否有干擾黴菌的成分，亦很難確認萃 

取液對黴菌的影響。。 

 
 

表 9  不同萃取液製成的麵團對黴菌分布情形紀錄表 
 
 
 
 
 
 
 
 
 
 
 
 
 

註： ○ 沒有發霉 ●有發霉 

項目 浸泡酒精法 浸泡純水法 壓榨法 煮沸法 蒸餾法 對照組 

2 週 

○ ○ ○ ○ ○ ○ 

4 週 

○ ○ ●出現黑黴菌 ●出現黑黴菌 ●出現黑黴菌 ○ 

 

項目 浸泡酒精法 浸泡純水法 壓榨法 煮沸法 蒸餾法 對照組 

1 週 

○ ○ ○ ○ ○ ● 

2 週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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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較不同萃取法之大花咸豐草萃取液對蚊子的影響差異 

本研究採用手塗抹不同萃取法之大花咸豐草萃取液，來測試蚊子叮咬的反應，由於 

大花咸豐草萃取液有濃郁的草腥味，無色的蒸餾式萃取液塗在手上，即使以肥皂清 

洗仍可聞到氣味，所以本研究以四名受試者的手分別塗上不同萃取液進行測驗。結 

果發現（表 10）： 

（一）觀察箱的蚊子對塗有大花咸豐草萃取液的手，會接近塗有浸泡酒精法、浸泡純水 

法、壓榨法和煮沸法萃取液的手，卻沒有停留在手上，也沒有叮咬。 

（二）觀察箱的蚊子不靠近塗有蒸餾法萃取液的手，而且飛到箱子邊緣，也沒有叮咬。 

（三）在觀察箱外的蚊子會叮咬受試者未塗有大花咸豐草萃取液的手和腳。 

 
 

由上述實驗結果可知，蚊子不喜歡大花咸豐草萃取液的氣味，不停留、也不叮咬塗 

有大花咸豐草萃取液的手，所以表示不同萃取法之大花咸豐草萃取液有防蚊的效果，讓 

蚊子不喜接近而不被叮咬。 

 
 
表 10  不同萃取液對家蚊叮咬情形紀錄表 
 
 
 
 
 
 
 
 
 
 
 
 
 
 
 
 
 

四、比較不同萃取法之大花咸豐草萃取液對孑孓的影響差異 

由上一實驗結果發現大花咸豐草萃取液有防蚊效果，所以進一步測試大花咸豐草萃 

取液對蚊子的幼蟲－孑孓的影響，另外增加醋液、鹽水和小蘇打水作測試。研究結 

果（表 11）發現： 

（一）孑孓放入大花咸豐草萃取液後，出現兩種反應－ 

1.在浸泡酒精法、浸泡純水法、煮沸法和蒸餾法的紙杯中，孑孓立即沈入杯底。 

2.在壓榨法的紙杯中，孑孓則爬出杯子，即使加紗網也會擠出杯外，不想留在水中。 

（二）孑孓放入醋液、鹽水和小蘇打水後，亦出現兩種反應－ 

1.在醋液和鹽水的紙杯中，孑孓會沈入杯底。 

2.在小蘇打水中，孑孓會爬出水面，不想留在水中。 

（三）在各種大花咸豐草萃取液或醋液、鹽水和小蘇打水的紙杯，孑孓第二天皆全數死 

亡，情形亦有兩種－ 

1.孑孓身體變軟爛，如浸泡酒精法、浸泡純水法、煮沸法、蒸餾法、醋液和鹽水的 

紙杯。 

項目 浸泡酒精法 浸泡純水法 壓榨法 煮沸法 蒸餾法 

蚊子 

位置 

蚊子飛到 

手的附近 

蚊子飛到 

手的附近 

蚊子飛到 

手的附近 

蚊子飛到 

手的附近 

蚊子飛到箱子 

邊緣、不靠近手 

蚊子 

叮咬 

手部及手腕 

未被叮咬 

手部及手腕 

未被叮咬 

手部及手腕 

未被叮咬 

手部及手腕 

未被叮咬 

手部及手腕未 

被叮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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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孑孓身體變硬並縮小，如在壓榨法和小蘇打水的紙杯。 

（四）在戶外孑孓實際生長的水溝中，分別倒入不同大花咸豐草萃取液後，原本活躍的 

水面變得平靜，因為在水溝中的孑孓皆沈入水裡（圖 14）。但是等到第二天再到 

水溝觀察，孑孓仍活躍在水溝中，數量沒有明顯減少（圖 15）。 

 
 
 
 
 
 
 

圖 14  倒入萃取液後的水溝 圖 15  第二天的水溝 

 
 

由上可知，各種大花咸豐草萃取液、醋液、鹽水和小蘇打水，皆可影響孑孓的生 

長，尤其壓榨法萃取液和小蘇打水，會讓孑孓產生立即的不適反應，效果最好；但是 

在實地測試，因水溝中有許多躲避機會，所以當水溝中的孑孓沈入水裡，待水溝恢復 

原來狀態，孑孓又可活躍生長。 
 
 

表 11  不同萃取液、醋液、鹽水和小蘇打水對孑孓成長情形紀錄表 
 
 
 
 
 
 
 
 
 
 
 
 
 
 
 
 
 
 
 
 
 
 
 
 

五、萃取液保存期限測試 

本研究於 104 年 12 月製作的大花咸豐草萃取液，經 5 個月保存後再測量這些萃取 

液的酸鹼度值（表 12）發現：萃取液酸鹼度從弱酸性趨於中性情形。 

分析研究結果，萃取液酸鹼度會隨時間增長而從弱酸性趨於中性現象，仍具備大花 

咸豐草特有的氣味。 

 
 
 

項目 浸泡酒精法 浸泡純水法 壓榨法 煮沸法 蒸餾法 醋液 小蘇打水 鹽水 

第 1 天 
沈入杯底 

無動靜 

沈入杯底 

仍在游動 

爬出杯子 

加紗網會 

擠出杯外 

沈入杯底 

仍在游動 

沈入杯底 

仍在游動 

沈入杯底 

無動靜 

爬出水面 

在水邊徘徊 

不回到水中 

沈入杯底 

仍在游動 

第 2 天 

沈入杯底 

全數死亡 

沈入杯底 

全數死亡 

卡在紗網 

僵硬死亡 

沈入杯底 

全數死亡 

沈入杯底 

全數死亡 

沈入杯底 

全數死亡 

卡在紗網 

僵硬死亡 

沈入杯底 

全數死亡 

實地 

第 1 天 
沈入水底 沈入水底 沈入水底 沈入水底 沈入水底 沈入水底 沈入水底 沈入水底 

實地 

第 2 天 

沒影響 

仍在游動 

沒影響 

仍在游動 

沒影響 

仍在游動 

沒影響 

仍在游動 

沒影響 

仍在游動 

沒影響 

仍在游動 

沒影響 

仍在游動 

沒影響 

仍在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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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不同萃取液保存 5 個月前後酸鹼度紀錄表 

 
 
 
 
 
 
 
 
 
 
 
 
 
 
 

（一）防黴效果 

1.吐司測試 

本研究採用自製吐司，將沾有萃取液和純水的吐司測試其對黴菌生長的影響，結 

果發現（表 13）： 

（1）蒸餾法的吐司第 2 天就出現橘色黴菌，沾有浸泡純水法、煮沸法和對照組的吐 

司上，第 4 天均發現黑黴菌。 

（2）沾有浸泡酒精法和壓榨法萃取液的吐司一週後仍沒有發霉。 

分析研究結果，經 5 個月保存後，浸泡純水法、蒸餾法、煮沸法的萃取液會隨時 

間增加，防黴效果呈現減弱；沾有浸泡酒精法和壓榨法萃取液則不受影響，仍具防黴 

效果。 

 
 

表 13  不同萃取液保存 5 個月後滴入吐司對黴菌分布情形紀錄表 
 
 
 
 
 
 
 
 
 
 
 

註： ○ 沒有發霉 ●有發霉 
 
 

2.麵團測試 

將各種萃取液和純水分別加入 2 克麵粉並揉成麵團測試其對黴菌生長的影響，結 

果發現（表 14）： 

（1）沾有浸泡純水法、蒸餾法、煮沸法和對照組的麵團，第 3 天均出現黑黴菌菌絲。 

（2）沾有浸泡酒精法和壓榨法萃取液的麵團上一週後皆沒有發霉。 

分析研究結果，經 5 個月保存後，浸泡純水法、蒸餾法、煮沸法的萃取液會隨時 

間增加，防黴效果呈現減弱；沾有浸泡酒精法和壓榨法萃取液則不受影響，仍具防黴 

 

項目 浸泡酒精法 浸泡純水法 壓榨法 煮沸法 蒸餾法 

pH 值 

104 年 12 月 

pH6 pH3-4 pH4 pH4 pH7 

pH 值 

105 年 5 月 

pH6-7 pH4 pH4-5 pH4-5 pH7 

 

項目 浸泡酒精法 浸泡純水法 壓榨法 煮沸法 蒸餾法 對照組 

第 1 天 
○ ○ ○ ○ ○ ○ 

第 7 天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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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表 14  不同萃取液保存 5 個月後製成的麵團對黴菌分布情形紀錄表 
 
 
 
 
 
 
 
 
 
 
 
 
 
 
 

註： ○ 沒有發霉 ●有發霉 

 
 
（二）防蚊效果 

1.蚊子測試 

將各種萃取液分別塗在手心手背及手腕，測試觀察箱 8 隻家蚊的反應。結果發現 

（表 15）：觀察箱的蚊子不叮咬塗有大花咸豐草萃取液的手。 

分析研究結果，經 5 個月保存後，萃取液仍保有大花咸豐草氣味，使蚊子不停留、 

也不叮咬塗有大花咸豐草萃取液的手，所以表示萃取液的防蚊效果不因時間增加而減 

弱。 

 
 

表 15  不同萃取液保存 5 個月後對家蚊叮咬情形紀錄表 
 
 
 
 
 
 
 
 
 
 
 
 
 
 
 

2.孑孓測試 

本研究將 50 ㏄各式萃取液分別倒入有 15-20 隻孑孓紙杯，觀察孑孓的反應。研 

究結果（表 16）發現： 

孑孓放入大花咸豐草萃取液後，出現兩種反應－ 

（1）在浸泡酒精法、浸泡純水法、煮沸法和蒸餾法的紙杯中，孑孓立即沈入杯底。 

（2）在壓榨法的紙杯中，孑孓則爬出杯子。 

項目 浸泡酒精法 浸泡純水法 壓榨法 煮沸法 蒸餾法 對照組 

第 1 天 

○ ○ ○ ○ ○ ○ 

第 3 天 

○ ●出現菌絲 ○ ●出現菌絲 ●出現菌絲 ●出現菌絲 

 

項目 浸泡酒精法 浸泡純水法 壓榨法 煮沸法 蒸餾法 

蚊子 

位置 

蚊子飛到 

手的附近 

蚊子飛到 

手的附近 

蚊子飛到 

手的附近 

蚊子飛到 

手的附近 

蚊子飛到 

手的附近 

蚊子 

叮咬 

手部及手腕 

未被叮咬 

手部及手腕 

未被叮咬 

手部及手腕未 

被叮咬 

手部及手腕 

未被叮咬 

手部及手腕未 

被叮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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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結果，經 5 個月保存後，大花咸豐草萃取液仍會影響孑孓的生存。 

 
 

表 16  不同萃取液保存 5 個月後對孑孓成長情形紀錄表 
 
 
 
 
 
 
 
 
 
 
 
 
 
 

陸、討論 

一、大花咸豐草的特性 

（一）在常溫環境，大花咸豐草種子的發芽與成長速度較咸豐草和鬼針草快，這與徐曉 

玫（2006）的研究結果相符。 

探究大花咸豐草快速生長對生態系的影響（自然與生物科技 1 下第 1、5 章），主 

要它大量提供花蜜讓蜂蝶採食，這也增加花的雄蕊雌蕊完成授粉機會、順利繁 

衍，加上種子易於攀附動物的特性，透過草源和蜜源吸引動物駐足，使得大花咸 

豐草散播快且廣、成為植物界的強勢物種。 

在低溫、高溫、酸性及鹼性的環境下，大花咸豐草、咸豐草、鬼針草種子皆未發 

芽，足見這三種植物種子不適宜在低溫（7℃以下）和高溫（38℃以上）的環境 

下發芽，也因種子無法發芽，所以植物生長亦較難存活在這些環境，這與徐玲明、 

林訓仕（2005）研究溫度 16-24℃最適大花咸豐草、咸豐草、鬼針草種子發芽， 

若在 8℃以下、28℃以上的環境下發芽情形變差的結果相同。 

（二）酒精萃取法可分離出葉綠素（自然與生物科技 1 上第 3 章），本研究運用不同萃 

取法所產出的大花咸豐草萃取液多為酸性、有強烈的草腥味，顯示大花咸豐草株 

體本身的酸鹼度為酸性。 

 
 

二、不同大花咸豐草萃取液對黴菌生長的影響差異 

（一）黴菌生長需要溫度、溼度和養分，水分可促進生長（自然與生物科技 1 上第 1 章）， 

未任何液體或水分的吐司在平均溫度 19.8℃、溼度 78%以上的室內環境放置兩週 

沒有出現黴菌，沾有蒸餾法、煮沸法和壓榨法等三種萃取液的吐司卻有黑黴菌出 

現（自然與生物科技 1 下第 1 章），不符合廖芳陛（2007）指出溫度 15℃-20℃、 

溼度 70%以上、適當養分的環境最適合黴菌生長的結果。由於吐司是從大賣場購 

買，所以無法得知其中是否有干擾黴菌的成分，很難確認萃取液對黴菌的影響。 

（二）純水做的麵團在平均溫度 16.9℃、溼度 82%以上的室內環境出現黑黴菌分布，符 

合廖芳陛（2007）的黴菌生長條件結果。在同樣環境下，各種大花咸豐草萃取液 

製成的麵團均沒有黴菌分布，顯示大花咸豐草萃取液有抑制黴菌生長的效果。 

 

項目 浸泡酒精法 浸泡純水法 壓榨法 煮沸法 蒸餾法 

第 1 天 
沈入杯底 

無動靜 

沈入杯底 

仍在游動 
爬出水面 

沈入杯底 

仍在游動 

沈入杯底 

仍在游動 

第 2 天 

沈入杯底 

全數死亡 

沈入杯底 

全數死亡 

沈入杯底 

全數死亡 

沈入杯底 

全數死亡 

沈入杯底 

全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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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大花咸豐草萃取液對蚊子的影響差異 

在防蚊方法中，精油的使用最普遍，其主要功能在於讓蚊子不喜歡氣味而不靠近叮 

咬，本研究發現到蚊子不喜歡各種大花咸豐草萃取液的氣味，不停留、也不叮咬塗 

有大花咸豐草萃取液的手，所以表示不同萃取方式之大花咸豐草萃取液有防蚊的效 

果，讓蚊子不喜接近而不被叮咬。 

 
 

四、不同大花咸豐草萃取液對孑孓的影響差異 

各種大花咸豐草萃取液或醋液、鹽水和小蘇打水，皆可影響孑孓的生長，尤其壓榨 

式萃取液和小蘇打水，會讓孑孓產生立即的不適反應－爬離水面，終致孑孓缺乏水 

分、脫水死亡（自然與生物科技 1 上第 6 章）。 
 
 

五、萃取液保存期限測試 

（一）防黴效果隨時間增加而有差異 

常溫保存 5 個月的大花咸豐草萃取液，無論是自製吐司或麵團測試，皆發現浸泡 

純水法、蒸餾法、煮沸法的萃取液會隨時間增加，防黴效果減弱；沾有浸泡酒精 

法和壓榨法萃取液則不受影響，仍具防黴效果。 

（二）防蚊效果不受時間增加而影響 

常溫保存 5 個月的大花咸豐草萃取液，無論是蚊子或孑孓測試，皆發現有不被蚊 

子叮咬及使孑孓死亡的效果。 

 
 

柒、結論 

一、在有利的環境下，大花咸豐草的生命力確實較咸豐草和鬼針草更強，且成長速度快； 

但是遇到低溫和強鹼等困難生長環境，鬼針草卻反應著強韌生命力，不因而影響生 

長條件，只要環境恢復正常依然可發芽，所以植物界裡的強者，總隨著環境條件不 

同而改變，沒有永遠的強勢。 

 

二、酸性和高溫環境會干擾種子生長條件，即使生命力強的咸豐草都難擋酸性和高溫的 

影響，所以在存放種子應留意環境條件，以免儲存不能再發芽的種子；相反的，想 

要杜絕雜草，可參考使用酸性液體和高溫方式，減少使用危害生態的除草藥劑。 
 
 

三、從研究中發現，所有利用大花咸豐草製作的萃取液皆有消除孑孓的效果，口耳流傳 

的生活秘方如小蘇打水、醋液及鹽水同樣有消除孑孓的效果，其中以壓榨法萃取液 

和小蘇打水對消除孑孓效果最快速，只要孑孓一放入有壓榨法萃取液或小蘇打水的 

紙杯，立刻爬出水面、致脫水死亡；不過鹽水、醋液、小蘇打水的使用是否造成環 

境生態另一種污染，則需要進一步探討；至於本研究製作的大花咸豐草萃取液，萃 

取的過程除了酒精外，未添加任何化學物質，故對環境較不造成負擔，加上大花咸 

豐草在臺灣各地隨處可見、數量龐大，可製作較多且便宜的萃取液，可存放 5 個月 

仍具防蚊效果，並可用於來防蚊叮咬與消除孑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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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312  

1. 本研究針對大花咸豐草、咸豐草、鬼針草進行種子發芽條件的

差異、化學成分萃取及對他種生物影響之比較分析。內容具鄉

土性及實用價值。 

2. 本研究的結果較多為現象觀察，如能將內容範圍縮小並進行較

為深入的原因探討，則解決問題的創意上將可有所提升。 

3. 國內已有相當數量的大花咸豐草萃取及有效成分分析之研究，

建議作者可予參考，以達事半功倍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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