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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本實驗中要探討八種豆科植物萃取物之抑菌能力，從所選的豆科植物之種子分別用水

與酒精進行濃縮萃取。研究目的是為了開發以天然植物為主的抗菌物質，減少對環境的污染

及危害。針對校園衛浴設備的水槽、地板、小便斗、馬桶進行採樣。實驗中選擇各設備菌落

數最多的菌種單獨分離出來進行抑菌能力之實驗。在抑菌能力中會從濃度和劑量等兩方面去

探討不同豆科植物的抑菌能力，並與酒精一同比較抑菌能力。結果顯示本實驗所選用之豆科

植物:紅豆、花生、黃豆、四季豆具有抑菌能力，在加入酒精一同比較後我們發現黃豆、花

生、四季豆與花生之抑菌能力高於酒精。在閱讀相關文獻之後，我們判斷豆科植物中可抑菌

的物質為黃酮等酚類化合物。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生活中常常會需要各種的消毒劑來清理環境，尤其是在全球疫情爆發後更為重

要，大家都需要可以抗病菌的消毒劑以保護自身環境的安全，這使得可抗病菌的酒精、

次氯酸水廣受大眾歡迎，但化學合成的酒精、次氯酸水可能對環境較不友善，有少部

分的人也對酒精、次氯酸水的味道感到不適，於是我們企圖尋找相較酒精、次氯酸水

天然、環保且較不會使人產生不適的抑菌物質。從過去的文獻中，我們得知有關於某

些豆科植物具有可抑菌的化學物質，如：酚類、黃酮等(Ryszard Amarowicz,2008)，

因此決定以豆科植物為出發點，針對常見的豆科植物進行研究。由於在疫情下極為要

求環境的清潔，於是選擇與衛生較為相關的衛浴設備作為實驗對象。希望能以植物為

主的天然抑菌物質提供維護人體健康且減少對環境造成汙染的新選擇。

二、研究目的

(一) 以顯微鏡觀察菌落的外型與特性。

(二) 以紙錠擴散法探討豆科植物萃取物之抑菌能力。

(三) 比較豆科植物之萃取物與酒精的抑菌能力之差異。

(四) 探討豆科植物可抑菌之化學物質的種類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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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研究物種

豆薯/Pachyrhizus erosus，豆科

豆薯能形成塊根的栽培種，多年生，纏繞性草質藤本植

物。

羽扇豆/Lupinus polyphyllus Lindl，豆科

原產北美洲北部。園藝品種以本種與同屬其他種類雜交育

成更豐富的花色。

綠豆/Vigna radiata，豆科

一年生草本，原產印度、緬甸地區。現在東亞各國普遍種

植。

紅豆/Vigna angularis，豆科

又名小豆，原產於中國大陸，屬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

花生/Arachis hypogaea，豆科

熱帶及亞熱帶作物，一年生草本。根部有豐富的根瘤。

黃豆/Glycine max，豆科

黃豆為一年生草本，莖直立或半蔓生，因品系不同有不同

的別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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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豆/Phaseolus vulgaris，豆科

又稱四季豆，一年生蔓性或矮性草本，果實為莢果，線

形，直或略彎曲，無顯著的結。

皇帝豆/Phaseolus lunatus，豆科

又稱萊豆，為豆科草本植物，每種萊豆中都有矮生類型和

蔓生類型。

二、研究器材

均質機 離心機 濃縮機 試管震盪器

三角塗抹棒 顯微鏡 接種環 滅菌釜

恆溫培養箱 微量吸管 電子秤 紙錠

無菌操作台 酒精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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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或方法

實驗流程架構

觀察細
菌之種
類及外
觀

抑菌能力
實驗

抑菌能
力初測

用紙錠
擴散法
測量最
低抑菌
濃度

用紙錠
擴散法
測量最
低抑菌
劑量

比較抑菌
能力

萃
取
液

75
%
酒
精

探討
可抑
菌化
學種
類及
特性

一、豆科植物之萃取液分離濃縮

(一) 將 5g 豆薯、羽扇豆、綠豆、紅豆、花生、四季豆、黃豆、皇帝豆的種子分別放進均

質機並加入 20ml 的酒精將其結構均勻打碎。

(二) 接著放入離心機中離心，使萃取液浮在上層，再用濃縮機將水分蒸發使萃取物留在

濃縮瓶裡。

(三) 先後滴入 1mL 的水或酒精進行溶解。可溶於水的物質與水形成新的濃縮液，取出來

另外存放在試管，難溶於水的物質則用酒精溶解，此處不使用甲醇或丙酮是因為這

兩種毒性較強。

(四) 使用試管振盪器使萃取物與 1毫升溶劑混合均勻。

(五) 將萃取液用微量吸管分裝入 1.5 毫升微量離心管中，標記後使用石臘膜封裝，存放

4°C 冰箱存放。

二、製作實驗用培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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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先將胰蛋白腖（Tryptone）10 克、酵母抽提物（Yeast extract）5 克、氯化鈉 10

克、15 克的瓊脂（agar）加入 1公升的錐形瓶，再加蒸餾水至 1公升，用玻棒攪拌

使其均勻溶解。

(二) 用鋁箔紙 2層包住瓶口，送入高壓滅菌釜以 121 °C 滅菌 1小時。

(三) 由高壓滅菌釜取出並放入無菌操作台靜置待冷卻。

(四) 將培養基分別倒入培養皿，倒至可以完全覆蓋培養基底部即可。

(五) 靜置 3小時待至凝固。

三、取樣並培養校園廁所設備裡之含有細菌

(一) 先準備微量離心管並加入 0.5 毫升的無菌水，並將無菌棉花棒沾濕，分別擦拭 10 公

分 X 10 公分面積的水槽、地板與馬桶表面。

(二) 將擦拭後的棉花棒放入微量離心管放置 5分鐘使待測菌種留在試管中，將試管輕微

晃動使菌種均勻散佈在試管裡。

(三) 用微量吸管吸取 200μl 的菌液並滴在培養基上，再用三角玻棒將菌液塗抹均勻。

四、用顯微鏡觀察培養基裡的細菌並分析

(一) 將玻片用酒精燈加熱，過程中需要來回晃動玻片且不能燒太久，燒完後放置冷卻兩

分鐘。

(二) 用無菌接種環輕輕刮取培養基表面的菌落，並將刮取下來的菌落均勻塗抹在玻片上。

(三) 用滴管滴數滴結晶紫在玻片上並放置約 1分鐘，再使用蒸餾水沖洗玻片表面。

(四) 用滴管吸取數滴碘液後，滴在玻片上進行二次染色並放置 4分鐘，再以 95%乙醇沖洗，

95%乙醇可以將溶液顏色洗去。

(五) 用滴管滴數滴翻紅染液在玻片上，放置 2分鐘後再用蒸餾水沖洗。

(六) 將製作好的玻片放置到顯微鏡使用油鏡觀察底下觀察並記錄觀察到的細菌外型及顏

色。

(七) 分辨細胞顏色並判斷細胞特性：

1. Gram （-）革蘭氏陰性菌，被染成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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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ram （+）革蘭氏陽性菌，被染成藍紫色。

五、分離菌株製作菌液

(一)利用四區劃分法分離菌株。

(二)使用接種環刮取單一菌落並移植至裝置液態培養基的血清瓶。

(三)將培養基放入恆溫培養箱 48 小時。

(四) 將培養液倒入 40ml 離心管中並放入離心機離心 10 分鐘後把培養液倒出，留下

10ml 即可。

(五)使用試管震盪器，使四支離心管均勻混合後離心 10 分鐘。

(六)同(四)步驟，把培養液倒出，留下 10ml 後，倒入無菌水，使用試管震盪器震盪後

放入離心機離心。

(七) 重複以上步驟 2次（共 4次），完成後置於冰箱冷藏。

(八) 吸取 1ml 至另一個離心管中並稀釋 10 倍並序列稀釋完成 100 倍 1000 倍。

(九) 稀釋完成後使用試管震盪器，吸取 0.2ml 進行抹碟，抹諜完成後置於恆溫培養箱

培養 48 小時及完成。

六、豆科植物抑菌能力初測：

(一) 取數個紙錠分別放於以水和酒精為溶劑的豆科植物萃取液與水和酒精中，並靜置兩

個小時待其充分吸收。

(二) 取 200μL 菌液到培養基上，將三角形塗抹棒以酒精燈過火滅菌確保無菌，待三角

形塗抹棒冷卻後，將菌液均勻地塗在培養基上。

(三) 用鑷子夾紙錠，將紙錠放置於培養基上。

(四) 將培養基放置在恆溫培養箱中以 37 度培養 24 小時。

七、用紙錠擴散法觀察不同濃度與劑量之抑菌效果

(一)不同濃度的豆科萃取液對廁所設備（水槽、地板、小便斗、馬桶）細菌之抑菌效果

1. 將濾紙放入滅菌釜中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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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別將豆科植物萃取液稀釋成 5種不同濃度，濃度分別為 20%、40%、60%、80%、

100%。。

3. 將滅菌後的紙錠放入各濃度萃取液浸泡兩小時。

4. 取 200μL 菌液到培養基上，將三角形塗抹棒以酒精燈過火滅菌確保無菌，待三

角形塗抹棒冷卻後，將菌液均勻地塗在培養基上。

5. 用鑷子夾紙錠，將紙錠從濃度最高以順時針放置到最低濃度。

6. 將培養基放置在恆溫培養箱中以 37 度培養 24 小時。

7. 藉由四種不同廁所設備（水槽、地板、小便斗、馬桶）的細菌的成長分佈，視其

抑菌圈大小與最低抑制濃度，比較四者細菌的生長情形，進而探討各種豆科植物

萃取液的抑菌效果。

(二)不同劑量的豆科萃取液對廁所設備（水槽、地板、小便斗、馬桶）細菌之抑菌效果

1. 以未經稀釋的萃取液作為實驗對象， 將濾紙放入滅菌釜中滅菌。

2. 分別將豆科植物萃取液以微量滴管吸取 2μl、4μl、6μl、8μl、10μl、

12μl、14μl、16μl、18μl、20μl 十種不同劑量。

3. 取 200μL 菌液到培養基上，將三角形塗抹棒以酒精燈過火滅菌確保無菌，待三

角形塗抹棒冷卻後，將菌液均勻地塗在培養基上。

4. 用鑷子夾紙錠，直線排列在培養基中間，分別從上到下滴 20μl 至 2μl 的萃取

液。

5. 將培養基放置在恆溫培養箱中以 37 度培養 24 小時。

6. 藉由四種不同廁所設備的細菌的成長分佈，視其抑菌圈大小與最低抑制劑量，比

較四者細菌的生長情形，進而探討各種豆科植物萃取液的抑菌效果。

八、豆科植物萃取物抑菌能力與酒精之比較

此實驗針對實驗（五）抑菌效果較佳豆科植物物種進行測試，試圖比較與其他消毒

用品之抑菌能力，進而得知豆科植物萃取液之抑菌效果。

(一)將紙錠放入滅菌釜中滅菌。

(二)將滅菌後的紙錠放入未經稀釋的萃取液、75%酒精浸泡兩小時。

(三)取 200μL 菌液到培養基上，將三角形塗抹棒以酒精燈過火滅菌確保無菌，待三角

形塗抹棒冷卻後，將菌液均勻地塗在培養基上。

(四)用鑷子將紙錠放入培養基中央。

(五)將培養基放置在恆溫培養箱中以 37 度培養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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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藉由四種不同廁所設備的細菌的成長分佈，並測量含紙錠直徑的抑菌圈視其抑菌圈

大小，比較兩者細菌的生長情形，進而探討消毒用品與萃取液的抑菌效果。

肆、研究結果

一、顯微鏡底下的細菌

我們將培養基的細菌取出，並以革蘭氏染色法進行染色。染色過後，我們發現所有

細菌皆呈紅色，這代表我們所選細菌皆為革蘭氏陰性菌。

圖一 自水槽採集的細菌 圖二 自地板採集的細菌

圖三 自小便斗採集的細菌 圖四 自馬桶採集的細菌

表一：菌落的型態描述

地點 顏色 肉眼觀察形狀 顯微鏡下形狀

水槽 黃色 圓形 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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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黃色 圓形 桿菌

小便斗 白色 圓形 桿菌

馬桶 黃色 圓形 桿菌

表一：菌落的型態描述

二、抑菌能力初測

此實驗先將所有以水和酒精為溶劑的不同豆科植物萃取液做一個初步的抑菌能力測試，

但由於以水為溶劑的萃取液皆不具有抑菌能力，因此只有放上以酒精為溶劑的實驗結果，

如表二。（註：下表以（+）表有抑菌能力，（-）則無）

水槽 地板 小便斗 馬桶

次數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紅豆 - - - + + + + - - - - -

羽扇豆 - - - - - - - - - - - -

豆薯 - - - - - - - - - - - -

花生 - - - - + + - - - - + +

綠豆 - - - - - - - - - - - -

皇帝豆 - - - - - - - - - - - -

黃豆 - - - + + + + + + + + +

四季豆 - - - - + + - - - - - -

95%酒精 + + + + + + - + + + + -

表二 以酒精為溶劑的豆科植物萃取液初測結果

三、抑菌能力與不同濃度之抑菌能力

從實驗結果二中可以發現具有抑菌能力的豆科植物別是紅豆、黃豆、花生、四季豆，

因此在次實驗只有針對以酒精為溶劑的萃取液進行實驗。

(一)水槽

豆科植物 圖片 豆科植物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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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豆 黃豆

四季豆 花生

表三 不同濃度的萃取液對水槽細菌之圖片

圖表一

(二)地板

豆科植物 圖片 豆科植物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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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豆 黃豆

四季豆 花生

表四 不同濃度的萃取液對地板細菌之圖片

圖表二

(三)小便斗

豆科植物 圖片 豆科植物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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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豆 黃豆

四季豆 花生

表五 不同濃度的萃取液對小便斗細菌之圖片

圖表三

(四)馬桶

豆科植物 圖片 豆科植物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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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豆 黃豆

四季豆 花生

表六 不同濃度的萃取液對馬桶細菌之圖片

圖表四

四、用紙錠擴散法測量最低抑菌劑量

(一)水槽

豆科植物 圖片 豆科植物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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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水

20%

40% 60%

80%

100
%

水

20%

40% 60%

80%
100
% 20%

100
%
水

40% 6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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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豆 黃豆

四季豆 花生

表七 不同劑量的萃取液對水槽細菌之圖片

(二)地板

豆科植物 圖片 豆科植物 圖片

紅豆 黃豆

四季豆 花生

表八 不同劑量的萃取液對地板細菌之圖片

最低抑菌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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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便斗

豆科植物 圖片 豆科植物 圖片

紅豆 黃豆

四季豆 花生

表九 不同劑量的萃取液對小便斗細菌之圖片

(四)馬桶

豆科植物 圖片 豆科植物 圖片

紅豆 黃豆



16

四季豆 花生

表十 不同劑量的萃取液對馬桶細菌之圖片

(五)不同劑量的萃取液之抑菌圈大小

圖表五

五、比較不同豆科植物萃取液與酒精之抑菌能力

水槽 地板 小便斗 馬桶

第一次

75%酒精

四季豆

水

黃豆

花生

紅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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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表十一 不同地點不同溶液的抑菌情況

(一)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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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六

(二)地板

圖表七

(三)小便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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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八

(四)馬桶

圖表九

次數 紅豆 地板 小便斗 馬桶

水槽 一 7.5mm 7.5mm 7.0mm 10.0mm

二 0 0 10.0m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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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7.5mm 7.5mm 0 8.0mm

四 9.0mm 0 7.0mm 7.5mm

地板 一 10.0mm 9mm 10.0mm 9.0mm

二 9.0mm 8.5mm 9.0mm 10.0mm

三 7.0mm 7.0mm 8.0mm 8.0mm

四 8.5mm 8.0mm 10.5mm 8.5mm

小便斗 一 7.0mm 0 8.0mm 12.0mm

二 8.5mm 7.5mm 9.5mm 8.0mm

三 10.0mm 8.0mm 12.0mm 0

四 7.5mm 8.0mm 9mm 8.0mm

馬桶 一 8.5mm 7.5mm 8.5mm 8.0mm

二 9.0mm 8.0mm 9.5mm 9.0mm

三 8.5mm 8.0mm 0 13.0mm

四 9.0mm 8.0mm 7.5mm 9.5mm

表十二 不同地點的抑菌圈大小

六、豆科植物內具抑菌效果化學之探討

根據文獻(Ibrahim M. Abu-Reidah,2012)所述，以綠豆種子為研究對象，經高效液

相色譜法(HPLC)和電噴灑高解析度質譜儀(ESI-TOF-MS)對綠豆甲醇萃取物分析，發現其

中包含 10 種酚酸、59 種黃酮等物質。且文獻(Ryszard Amarowicz,2008)所述，以紅豆

種子萃取液為實驗對象，經二極管陣列檢測器(HPLC-PAD-MS)分析，發現其中含有黃酮

類、單寧酚類物質。透過文獻分析法，我們推斷豆科植物種子萃取物內可抑菌之物質之

種類為酚類化合物。

伍、討論

一、以顯微鏡觀察菌落的外型與特性下的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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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複式顯微鏡觀察所採樣的衛浴設備細菌，觀察結果為菌種型態皆為桿菌，且

根據(圖一)當中可發現，利用革蘭氏染色法，水槽、地板、小便斗和馬桶皆主要以革蘭

氏陰性菌為主。由於採集所得菌種應不只會有單一一種，因此只能推定大部分會是革蘭

氏陰性菌，至於其中可能會有沒被發現的菌種。

此外，在細菌染色的部分我們做出來的結果發現，作為實驗對象之細菌當中，大部分

皆為革蘭氏陰性菌，未來可以嘗試著去尋找革蘭氏陽性菌的菌種來進行抑菌能力的實驗。

二、抑菌能力實驗初測

由實驗六的豆科植物抑菌能力初測中，發現所有以水為溶劑的豆科植物萃取液不論

於水槽、地板、小便斗或馬桶皆不具有抑菌能力。對於以酒精為溶劑的豆科植物萃取液，

黃豆、紅豆、花生和四季豆具有抑菌能力。整體來說，紅豆、黃豆、花生和四季豆具有

抑菌能力。

根據文獻(Ryszard Amarowicz,2008)，以紅豆為實驗對象，種子萃取所含的化學物

質以酚類為主要成分，根據上述結果，我們推測以酒精為溶劑的萃取液具抑菌效果的因

素為酚類溶解度。由於酚類對於乙醇的溶解度大於水的關係，使以酒精為溶劑的萃取液

出現抑菌圈。

此外，根據文獻(葉若鋆。2008)所述，羽扇豆等豆科植物之二次代謝物具備抑菌效

果，這與本實驗結果並不相符。我們推測該文獻(葉若鋆。2008)是以二次代謝物作為實

驗對象，由於本實驗無法確定一般狀態下是否含有此二次代謝物，由此推斷結果與文獻

之異。

三、最佳抑菌濃度實驗

結果說明：

(一) 在水槽中，以水為溶劑的萃取液皆不具有抑菌圈，對於這些水溶性的萃取物皆不具

有抑菌能力；以酒精為溶劑的萃取液，對於水槽而言，紅豆、黃豆、四季豆、花生

最低菌濃度皆為 40%。由此推斷，針對水槽而言，紅豆、黃豆、四季豆、花生有顯著

抑菌效果。

(二) 在地板中，以水為溶劑的萃取液皆不具有抑菌圈，對於這些水溶性的萃取物皆不具

有抑菌能力；以酒精為溶劑的萃取液中，對於紅豆對低抑菌濃度為 40%，黃豆、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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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四季豆則為 20%的。由此推斷，針對地板而言，紅豆、黃豆、四季豆、花生有顯著

抑菌效果。

(三) 在小便斗中，以水為溶劑的萃取液皆不具有抑菌圈，對於這些水溶性的萃取物皆不

具有抑菌能力；以酒精為溶劑的萃取液，紅豆與花生最低抑菌濃度為 40%，黃豆則為

80%，四季豆則為 40%具有抑菌圈。由此推斷，針對小便斗而言，紅豆、四季豆、花

生有顯著抑菌效果。黃豆雖有抑菌效果，但不比其他三著顯著。

(四) 在馬桶中，以水為溶劑的萃取液皆不具有抑菌圈，對於以水為溶劑的萃取液不具有

抑菌能力；以酒精為溶劑的萃取液，紅豆、黃豆和花生最低抑菌劑量為 20%，四季豆

則為 40%。由此推斷，針對馬桶而言，紅豆、黃豆、四季豆、花生有顯著抑菌效果。

(五) 整體而言，在紅豆、黃豆、花生和四季豆的種子當中，具有可抑菌的物質，而這些

物質皆是可以酒精作為溶劑進行溶解的。

四、最佳抑菌劑量實驗

結果說明：

(一)在水槽中，紅豆、花生、黃豆和四季豆皆具有抑菌能力，紅豆最低抑菌劑量為

10μl，黃豆為 12μl，四季豆為 14μl，花生則為 8μl。針對水槽而言，花生所

需最低抑菌劑量最少。

(二)在地板中，紅豆、花生、黃豆和四季豆皆具有抑菌能力，紅豆最低抑菌劑量為

8μl，黃豆為 6μl，四季豆為 8μl，花生則為 10μl。針對地板而言，黃豆所需

最低抑菌劑量最少。

(三)在小便斗中，紅豆、花生、黃豆和四季豆皆具有抑菌能力，紅豆最低抑菌劑量為

8μl，黃豆為 10μl，四季豆為 14μl，花生則為 6μl。針對小便斗而言，紅豆與

花生所需最低抑菌劑量最少。

(四)在馬桶中，紅豆、花生、黃豆和四季豆皆具有抑菌能力，紅豆最低抑菌劑量為

6μl，黃豆為 12μl，四季豆為 10μl，花生則為 6μl。針對馬桶而言，紅豆與花

生所需最低抑菌劑量最少。

五、抑菌能力比較實驗

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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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表十一中，紅豆、花生、黃豆和四季豆對於四個衛浴設備皆具有抑菌能力， 其

中定義直徑大於 8mm 為有效抑菌。

(二) 針對水槽而言，四次重複中紅豆有效抑菌有 1次，黃豆 0次，四季豆與花生各 1次。

(三) 針對地板而言，四次重複中紅豆與黃豆有效抑菌各有 3次，四季豆與花生各 4次。

(四) 針對小便斗而言，四次重複中紅豆與黃豆有效抑菌各有 2次，四季豆有 4次與花生

則有 3次。

(五) 針對馬桶而言，四次重複中紅豆、四季豆與花生有效抑菌各有 4次，黃豆則有 3次。

(六) 實驗結果顯示，紅豆、花生、黃豆和四季豆針對四處衛浴設備抑菌能力皆大於 75%

酒精。整體而言，花生與四季豆抑菌能力最高，紅豆次之，而黃豆最低。

陸、結論

一、由實驗結果可知，從衛浴設備所採集到的細菌在經革蘭氏染色法染色後皆呈現紅色，故

故可判斷這些細菌皆為革蘭氏陰性菌。

二、由本實驗結果得知，紅豆、黃豆、四季豆、花生的種子萃取物對於四處衛浴設備皆有抑

菌效果。整體而言，紅豆、黃豆、四季豆、花生的種子萃取物能抑菌。

三、從劑量的實驗中，針對水槽而言，花生所需最低抑菌劑量最少。針對地板而言，黃豆所

需最低抑菌劑量最少。針對小便斗而言，紅豆與花生所需最低抑菌劑量最少。針對馬桶

而言，紅豆與花生所需最低抑菌劑量最少。

四、紅豆、花生、黃豆和四季豆針對四處衛浴設備抑菌能力皆大於 75%酒精。整體而言，花

生與四季豆抑菌能力最高，紅豆次之，而黃豆最低。

五、以文獻分析法判斷豆科植物可抑菌之化學物質為酚類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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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此實驗的未來展望，可找出真正能抑菌之化學物質，期望應用日常生活當中。針對有抑

菌之效的豆科植物萃取物添加於日用品中，以兼顧生態保育與維護人體健康。或應用於

農業植物病害防治當中，針對有抑菌之效的豆科植物萃取物製成天然農藥，以達到保護

環境與永續發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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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102-評語 

【評語】052102  

1. 本研究主要在對八種豆科植物之萃取物進行功能與可能的

應用性之探討，主要目的為了開發以天然植物為主的抗菌物

質。 

2. 結果發現紅豆、花生、黃豆、四季豆具有抑菌能力，此外發

現黃豆、花生、四季豆與花生之抑菌能力高於酒精。 

3. 本研究所選之的實驗菌種來自校園衛浴設備的水槽、地板、

小便斗、馬桶之採樣，只知其可能為革蘭氏陰性菌為主，但

不知確實名稱，在實驗設計上，欠缺嚴謹度。 

4. 此研究的設計部分，除以水為對照組外，宜再增加市售抗菌

劑或是已知抗菌劑成分的對比性比較。 

5. 實際應用及經濟效益，仍值得商榷並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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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科植物萃取物之應用與探討

組 別：高級中等學校組

科 別：植物學科



研究動機

對環境較不友善

豆科植物

文獻指出豆科植
物有抑菌效果

利用天然原料製作
抑菌物質

酒精、次氯酸水 以豆科植物作為實
驗對象

減少對環境的負擔

對人體較容易產
生不適

圖一：研究動機架構



研究目的

1. 以顯微鏡觀察細菌的形態與外形

2. 以紙錠擴散法探討豆科植物萃取物之抑菌能力

3. 比較豆科植物之萃取物與酒精的抑菌能力之差異

4. 以文獻探討豆科植物可抑菌之化學物質的種類及特性



實驗流程架構

觀察細
菌之種
類及外
形

抑菌能
力實驗

抑菌
能力
初測

用紙錠
擴散法
測量最
低抑菌
濃度

用紙錠
擴散法
測量最
低抑菌
劑量

比較抑
菌能力

萃
取
液

75
%
酒
精

探討
可抑
菌化
學種
類及
特性

圖二：研究流程架構



顯微鏡底下的細菌

A：水槽

D：馬桶C：小便斗

B：地板

地點 顏色 肉眼觀察形狀 顯微鏡下形狀

水槽 黃色 圓形 桿菌

地板 黃色 圓形 桿菌

小便斗 白色 圓形 桿菌

馬桶 黃色 圓形 桿菌

表一：細菌形態之描述

經革蘭氏染色法染色後，細菌皆呈

現紅色，可判斷為革蘭氏陰性菌。

圖三(A～D)：以顯微鏡觀察衛浴設備採集到的細菌(1000倍)



抑菌能力初測
表二：各種豆科植物萃取物對不同衛浴設備之抑菌能力

(+：具有抑菌能力；-：不具有抑菌能力)

水槽 地板 小便斗 馬桶

重複數

(n=3)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紅豆 - - - + + + + - - - - -

羽扇豆 - - - - - - - - - - - -

豆薯 - - - - - - - - - - - -

花生 - - - - + + - - - - + +

綠豆 - - - - - - - - - - - -

皇帝豆 - - - - - - - - - - - -

黃豆 - - - + + + + + + + + +

四季豆 - - - - + + - - - - - -

95%酒精 + + + + + + - + + + + -

1. 以水為溶劑之萃取液皆

不具有抑菌能力。

2. 以酒精為溶劑之萃取液，

抑菌情形如下：

① 紅豆：地板、小便

斗

② 花生：地板、馬桶

③ 黃豆：地板、小便

斗、馬桶

④ 四季豆：地板



不同濃度萃取液之抑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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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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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小便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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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馬桶

紅豆 黃豆 四季豆 花生

1. 萃取液皆是以

95%酒精為溶劑。

2. 濃度80%為純萃

取液與95%酒精

的比例為8:2。

3. 定義抑菌圈8mm

以上具有抑菌能

力。

4. 四種豆類植物在

100%之種子萃取

液皆具有抑菌能

力。
圖四(A～D)：不同濃度萃取液對衛浴設備之抑菌圈大小



不同劑量萃取液之抑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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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地方可抑菌最低劑量

之豆科植物：

① 水槽：花生

② 地板：黃豆

③ 小便斗：花生

④ 馬桶：紅豆、花生

2. 由此判斷，花生之抑菌能

力較其他豆類植物強。

圖五：不同豆類在不同衛浴設備之最低抑菌圈劑量



不同溶液之抑菌能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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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不同溶液在不同衛浴設備之抑菌能力比較

1. 豆科植物萃取物對水槽和小便

斗的抑菌能力，對75%酒精沒有

顯著差異(地板P值=0.14；小便

斗P值=0.13)

2. 豆科植物萃取物對地板和馬桶

的抑菌能力，對75%酒精具有顯

著差異(地板P值=1.19E-09；馬

桶P值=9.78E-05)



結論

1. 從衛浴設備所採集到的細菌，經革蘭氏染色法染色後皆呈現紅色，故可判斷為革

蘭氏陰性菌。

2. 紅豆、黃豆、四季豆、花生的種子萃取物對於四處衛浴設備皆有抑菌效果。

3. 以最低劑量實驗結果可知，花生之抑菌能力較其他三種豆類植物強。

4. 豆科植物萃取物在地板和馬桶的抑菌能力，對75%酒精具有顯著的差異。在水槽

和小便斗則無顯著差異。

5. 以文獻分析法判斷豆科植物可抑菌之化學物質為酚類化合物。



未來展望

1.找出具有抑菌能力物質之化學結構。

2.運用有抑菌效果的豆科植物萃取物添加於日用品中，以兼顧生態保育與維

護人體健康。

3.把有抑菌能力的豆科植物萃取物製成天然農藥，應用於農業植物病害防治

當中，以達到保護環境與永續發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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