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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牛樟芝培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提供

一牛樟芝；提供一南瓜；及将该牛樟芝植入该南

瓜，在24～26℃的温度下，培养3～6周，使该牛樟

芝利用该南瓜所含有的营养成分生长。借由以该

南瓜作为该基质以供该牛樟芝生长，能够缩短该

牛樟芝的培养时间，并且免除使用昂贵的设备或

难以取得的椴木来培养，借此降低成本，并且，借

由该南瓜的营养成分来供该牛樟芝生长，能够获

得具有三萜类的该牛樟芝，以达到快速并大量生

产该牛樟芝及提升该牛樟芝营养价值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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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牛樟芝培养方法，提供一牛樟芝，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提供一南瓜；及

将该牛樟芝植入该南瓜，并在24～26℃的温度下，培养3～6周，使该牛樟芝利用该南瓜

所含有的营养成分生长。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牛樟芝培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在26℃的温度范围下，培养3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牛樟芝培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将该牛樟芝植入该南瓜的一空腔

中。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牛樟芝培养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南瓜具有一观视孔，该观视孔

贯穿该南瓜的表皮，并连通该南瓜的空腔，且该牛樟芝通过该观视孔植入该空腔中。

5.如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牛樟芝培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将该牛樟芝的类子实体植

入该南瓜内。

6.如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牛樟芝培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将该牛樟芝的菌丝体植入

该南瓜内。

7.如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牛樟芝培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将该牛樟芝植入该南瓜内，

使每公斤该南瓜含有25～30g的菌丝及菌丝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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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樟芝培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生物培养技术领域，特别是关于一种以南瓜为基质的牛樟芝培养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牛樟芝为台湾特有的真菌，近年来，有关牛樟芝的大量研究已指出牛樟芝含有丰

富的三萜类、多糖体等抗氧化物质以及丰富的维生素、胺基酸等营养成份，因此对人体保健

有着相当良好的功效。但因野生牛樟芝数量非常稀少且珍贵，故目前都是以人工培养的方

式来达到大量繁殖的目的。

[0003] 现有众多牛樟芝培养方法中，椴木栽培法以牛樟树椴木作为培养基质来培养牛樟

芝，但是，牛樟树为保育树种，取得不易，且牛樟芝的培养时间长达1～3年。另外，固体培养

法利用包括混合谷类、纤维、糖类的太空包来进行发酵，但是，该太空包制备过程繁杂，培养

成本高。并且，液体发酵法培养需要昂贵的设备及庞大的空间，且所生产的牛樟芝不含三萜

类，营养价值不佳。并且，皿式培养法需要精准控制培养环境，因而间接提高牛樟芝的生产

成本。

[0004] 有鉴于此，仍有必要提供一种牛樟芝培养方法以改善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牛樟芝培养方法，其能够减少培养所需时间。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牛樟芝培养方法，其能够降低生产成本。

[0007] 本发明提供一种牛樟芝培养方法，其能够获得高营养价值的牛樟芝。

[0008] 一种牛樟芝培养方法，包括：提供一牛樟芝；提供一南瓜；及将该牛樟芝植入该南

瓜，并在24～26℃的温度下，培养3～6周，使该牛樟芝利用该南瓜所含有的营养成分生长。

[0009] 其中，在26℃的温度范围下，培养3周。借此，能够快速获得牛樟芝以达到大量生产

及提升该牛樟芝营养价值的功效。

[0010] 其中，将该牛樟芝植入该南瓜的一空腔中。借此，以提供该牛樟芝较佳的生长空

间。

[0011] 其中，该南瓜具有一观视孔，该观视孔贯穿该南瓜的表皮，并连通该南瓜的空腔，

且该牛樟芝通过该观视孔植入该空腔中。借此，方便观察该牛樟芝的生长状况。

[0012] 其中，将该牛樟芝的类子实体植入该南瓜内。借此，能够快速获得牛樟芝以达到大

量生产及提升该牛樟芝营养价值的功效。

[0013] 其中，将该牛樟芝的菌丝体植入该南瓜内。借此，能够快速获得牛樟芝以达到大量

生产及提升该牛樟芝营养价值的功效。

[0014] 其中，将该牛樟芝植入该南瓜内，使每公斤该南瓜含有25～30g的菌丝及菌丝球。

借此，能够快速获得牛樟芝以达到大量生产及提升该牛樟芝营养价值的功效。

[0015] 据此，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培养牛樟芝的方法，借由以该南瓜作为该基质以供该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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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芝生长，能够缩短该牛樟芝的培养时间，并且免除使用昂贵的设备或难以取得的椴木来

培养，借此降低成本，并且，借由该南瓜的营养成分来供该牛樟芝生长，能够获得具有三萜

类的该牛樟芝，以达到快速并大量生产该牛樟芝及提升该牛樟芝营养价值的功效。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及其他目的、特征及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根据本发明的

较佳实施例，作详细说明如下：

[0017] 本发明的牛樟芝培养方法，提供一牛樟芝及一南瓜，将该南瓜做为培养该牛樟芝

的一基质，使该牛樟芝利用该南瓜所含有的营养成分生长。

[0018] 详言之，本发明所述的牛樟芝可以指一牛樟芝菌丝体或一牛樟芝类子实体，举例

而言，其可以选用菌株编号为BCRC  37616、BCRC  37848或BCRC  35398的牛樟芝菌株(购自食

品工业研究所)，并以现有牛樟芝培养法使该牛樟芝菌株生长形成该牛樟芝菌丝体(或该牛

樟芝类子实体)，但并不以此为限。另外，能够将该牛樟芝再进行增殖培养，使该牛樟芝维持

健康状态，而能够提高后续生长的效率。在本实施例中，将该牛樟芝菌丝体在26℃温度下培

养至最终浓度为吸光值Abs600＝0.8～1.2时，再将该牛樟芝菌丝体植入该南瓜内，使每公

斤该南瓜含有25～30g的菌丝及菌丝球。

[0019] 该南瓜可以为金瓜、中国南瓜或印度南瓜等市面上容易取得，且价格低廉的南瓜，

在本实施例中，其选用中国南瓜(Cucurbita  moschata)，其含有丰富的糖类、淀粉、维生素

A、维生素B、维生素C及矿物质，因此能够提供充足的养分，以作为该牛樟芝的良好基质。

[0020] 为了方便植入该牛樟芝，也可以预先将该南瓜进行钻洞而在该南瓜的表面形成一

孔洞，该孔洞的孔径大小可以依据植入该牛樟芝方式的不同来进行调整，例如利用一针筒

将该牛樟芝植入该南瓜时，此时该孔洞的孔径较佳为略大于该针筒的注射口。在本实施例

中，以钻洞器钻一孔径大小直径约为0.8～1.0公分的观视孔，方便后续通过该观视孔观察

该牛樟芝的生长情形。另外，将该南瓜进行钻洞，或者植入该牛樟芝前，还可以预先将该南

瓜进行消毒，例如以95％的酒精清洁该南瓜的外表面，以避免进行打洞或植入该牛樟芝的

过程中发生污染。

[0021] 以该南瓜作为培养该牛樟芝的基质，其为将该牛樟芝植入该南瓜，再培养植入该

南瓜的牛樟芝，举例而言，可以将该南瓜经过切、剖等处理而露出瓜肉以方便植入该牛樟

芝；或者，可以取完整的该南瓜，利用该针筒通过一针头将该牛樟芝植入该南瓜的一空腔

内，以提供该牛樟芝较佳的生长空间，且相较于将该南瓜切、剖后植入该牛樟芝，可以进一

步避免该南瓜的瓜肉过度暴露于空气中而造成污染，此时，该针头孔径较佳为0.2cm左右，

以利于穿透该南瓜表皮；也可如本实施例，使上述观视孔连通该空腔，即能够通过该观视孔

将该牛樟芝植入该南瓜的空腔中。

[0022] 将该牛樟芝植入该南瓜时，将浓度为吸光值Abs600＝0.8～1.2的该牛樟芝20～

40ml植入该南瓜，并在24～26℃的温度下将植入该南瓜的牛樟芝培养3～6周，在本实施例

中，将浓度为吸光值Abs600＝1.0的该牛樟芝20ml植入该南瓜中，并在26℃的温度下培养3

周，以作为最佳培养条件。

[0023] 本发明借由将该牛樟芝植入该南瓜，将该南瓜作为培养该牛樟芝的基质，据此能

够生长出具有三萜类的牛樟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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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为证明本发明以该南瓜作为基质培养该牛樟芝，确实能够得到含有三萜类的牛樟

芝，进行以下试验。

[0025] (A)总三萜类含量检测

[0026] 本试验将购自食品工业研究所的三种牛樟芝菌株BCRC  37616、BCRC  37848及BCRC 

35398分别植入该南瓜，另外，以未植入该牛樟芝的该南瓜作为对照组。详言之，将该三种牛

樟芝菌株分别进行以下实验，将该牛樟芝菌株涂抹于麦芽抽取物培养基(malt  extract 

arga  plate)，在26℃温度下培养8周后以形成该牛樟芝菌丝体的一菌丝块，再切取2×2㎝2

的该菌丝块移植于马铃薯葡萄糖培养基(potato  dextrose  agar  plate)中，在26℃温度下

培养3周后形成该牛樟芝类子实体，并将该牛樟芝类子实体溶于培养液[含有葡萄糖

(glucose)10g、麦芽萃取物(malt  extract)4g、酵母萃取物(yeast  extract)4g及1000ml的

蒸馏水]以形成浓度为吸光值Abs600＝1.0的一牛樟芝菌液，将该牛樟芝菌液20ml植入该南

瓜。将分别植入该牛樟芝的各南瓜及对照组在26℃温度下培养3周后观察其中植入BCRC 

35398牛樟芝菌液的南瓜，结果显示以该南瓜确实能够培养及生成牛樟芝。再定量各组的牛

樟芝的总三萜含量，其结果如表1所示。

[0027] 表1、牛樟芝植入南瓜(Cucurbita  moschata)的总三萜类与对照组的比较

[0028]

[0029] 参照表1所示，第A1～A3组分别为植入该三种牛樟芝菌株(BCRC  37616、BCRC 

37848及BCRC  35398)的南瓜所生成的牛樟芝，第A4组则为未植入该牛樟芝的南瓜(对照

组)。第A1～A3组的牛樟芝确实含有三萜类，且相较于第A4组南瓜本身所含的总三萜含量

(对照组)分别提高到1.308、1.462及1.462倍。

[0030] 综合上述，本发明牛樟芝的培养方法，借由以该南瓜作为该基质以供该牛樟芝生

长，能够缩短该牛樟芝的培养时间，达到快速获得牛樟芝的功效。并且，使用该南瓜来培养

该牛樟芝，能够免除使用昂贵的设备或难以取得的椴木来培养，借此降低成本，以达到大量

生产的功效。并且，借由该南瓜的营养成分来供该牛樟芝生长，能够获得具有三萜类的该牛

樟芝，以达到提升该牛樟芝营养价值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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