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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題目：計畫名稱（中文或英文） 

海蛞蝓產品之開發與市場研究 
 

 

(2) 中文摘要：500～1000 字以內 

各式萃取純化技術在台灣已發展相當成熟，尤以無毒或減毒萃取技術為一般民眾所

接受，然而市面上充斥著劣質萃取純化產品，美其名為無溶劑殘留萃取產品，但事實上

製作過程粗糙且，業者甚至會宣稱萃取產品的功效，但又無科學的證據，導致劣品逐良

品。所以，為創造及應用高附加價值之萃取技術，協助廠商脫離低價競銷與進行技術的

轉型升級，經由本校創新育成中心媒合海蛞蝓生產廠商進行相關萃取產品的開發，除提

高業者之基本收益外，並真正協助其進行萃取技術的轉型或升級，達到計畫的目的。 

 

 

(3) 研究方法 

    計畫所採用的方法主要可分為三項技術，分別為：海蛞蝓萃取技術開發、分析技術

及製程產品技術等。 

 

 

 

 

 

 

 

 

 

 

 

 

 

 

 

 

 

 

 

(4) 研究結果 

   完成萃取純化之實驗室技術。完成建立 SOD 分析技術。完成標準化生產技術。 

 

 

海蛞蝓產品之開

發與市場研究 

權重:30% 

權重:30% 

分析技術建立 

產品化化技術 

純化技術建立 

 

SOD分析方法建立 

萃取技術建立 

標準化生產技術建立 

 

 

權重:40% 

產品原料試開發 

實驗室萃取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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