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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 

  許多具有靈芝作為成分的保健品，特

別是在東亞和美國，具有抗癌，抗衰老和

抗病毒功能等效果。靈芝作為藥用真菌已

有 2000多年的歷史，俗稱靈芝草、瑞草

等，在本草綱目中也記載了有青芝、赤

芝、黃芝、白芝、黑芝、紫芝這六種分

類，然而到現代全部靈芝的資料被歸納之

後，具有 20種以上不同的靈芝。 

  靈芝的生長週期從一個孢子開始，萌

發後長成單倍體菌絲，之後與自己相異的

交配型配對，進行胞質融合後長出雙核的

菌絲，長成子實體並在其成熟之時會有初

級擔子，期內有兩個細胞核進行核融合後

再進行減數分裂，經由擔子的四個小梗進

入擔孢子，而子實體與菌絲體的差別是子

實體的三萜類高於菌絲體。 

  而我們的專題主要是進行靈芝菌絲體

的培養，然而為了使其在無菌的狀態下生

長，我們使用了滅過菌的基底，使用的材

料主要有從大賣場購得的馬鈴薯、麥子以

及實驗室培養的靈芝菌絲，並經過多次的

培養來測出他們的生長速度，找出最有效

率的生長模式，並且能夠將他接種到太空

包/瓶中，雖然此種方式比液態培養的生長

期要長，但是優點在於好操作，並且與之

相比感染率低一些。 

 

2.簡介 

  靈芝的生長從孢子開始，一直到最後

的子實體，需要的時間為 2-3個月不等，

甚至更長到 150天，而我們實驗菌絲體的

培養，是為了接種子實體，並且相對快速

省資源的條件下得到產品，才有這次的實

驗的想法，在接種後經過一定的天數來測

定他們的生長速度，得到數據後進行估

算。 

 

2-1.靈芝培養 

  靈芝的培養從育種開始，將採集到的

野生靈芝切片後進行培養，可以用培養皿



或是斜面培養基來培養，之後開始培養菌

絲體，可以選用固態或液態的方式來培

養，如果是子實體的部分，則會使用椴木

以及太空包/瓶來培養。 

椴木培養： 

  比較古老的培養方式，於段木之上開

洞後將菌絲塞入，缺點是容易感染。 

培養皿培養： 

  主要用來育種及使菌絲體活化。 

液態培養： 

  發酵快也長得快，不像固態培養基需

要加 agar，而且容易感染，接種失敗率

高，操作也不易。 

固態培養： 

  而我們是固態方式培養菌絲體，並且

將來可以做為接種之用，與其他專題的不

同之處是以麥子為基底，這樣有一個好處

就是培養的時候可以清楚的觀察，而此種

培養也可以拿來育種。 

 

2-2.之前的專題比較 

  靈芝菌絲體固態培養條件最佳化這個

專題，比較過馬鈴薯培養基濃度之菌絲生

長速率、地瓜和馬鈴薯及綠豆三種培養

基、培養基過濾與否的生長速率跟不同氣

溫之下靈芝生長速度，並取得了綠豆生長

速度比較快、未過濾的培養基比較快、50g

下馬鈴薯培養基長比較快還有溫度較高時

生長速率會相對較快之成果。 

  像氣舉式靈芝菌絲液態培養這個專

題，他們做的是液態培養，生長濃度則是

原始濃度長得比較快。 

  我們的專題使用的是麥子作為基底，

與之前相比的好處是製作的步驟比較簡

單，培養起來容易一些，因為是固態培養

所以感染率低於液態培養，麥子作為培養

基也很好取得。 

 

2-3.研製背景與預期目標 

  我們的專題主要是以最缺少的資源得

到靈芝最有效率的生長速度，使用的菌種

是我們實驗室選殖的品種：Ganoderma 

lingzhi CHU1進行每次的培養。基底材料

有使用的分別是：活化菌種用的馬鈴薯跟

用來培養的麥粒種。 

  我們的目標是藉由不同材料和比例，

配出最有效率的生長方式，然後讓他可以

接種並長成子實體，目前的預期是麥比水

1：1生長速度是比較快的。 

 

3.專題的進行方式 

3-1.實驗目的 

  麥粒種是作為太空包、太空瓶子實體

培養的菌種來源，為了能夠更快速生產能

夠接種到瓶子的菌種，以便於大量生產靈

芝，故有此次我們的實驗。 

 

3-2.實驗材料來源 

  靈芝菌種來源：實驗室選殖五年的品

種，Ganoderma lingzhi CHU，而麥子則是

大潤發購得的，品名為大麥香茶。 

 

3-3.接種過程 



  以麥子為基礎放進保鮮盒之中進行培

養，然後依照不同的比例設計實驗。 

以實驗一為例： 

1） 準備培養皿、麥子、水 

2） 將麥子依比例分開清洗。 

3） 放在容器中浸泡 30 分鐘後將水倒掉。 

4） 將其及要加在麥子內的水包上鋁箔紙

後放入滅菌釜滅菌。 

5） 滅完菌後取出放置在無菌操作台等其

冷卻，大約 60分鐘。 

6） 將 40g的麥子放到培養皿內，之後再

將 20g的水倒入 

7） 將大概 0.45g的菌絲放在正中央 

8） 包上石蠟膜 

 

3-4.工作分配 

羅翌瑋負責實驗和實驗設計及報告修改的

工作。林宜臻則負責協助實驗、撰寫

word、製作影片及彙整的工作。李昱廷則

負責撰寫 PPT、影片編輯及上台報告的工

作。 

 

3-5主要困難與解決之道 

主要困難 

  由於靈芝與黴菌有相似的生存環境喜

好，故在接種時很容易因為黴菌而感染，

尤其培養的溫度越高黴菌長得越快，而且

我們選用的容器蓋子為塑膠製無法一起滅

菌，所以極容易感染。 

  麥子進行滅菌的時候水分可能會蒸發

至至整個滅菌釜的環境中，導致每個實驗

的靈芝水分可能不相同。 

解決之道 

  將保鮮盒換成培養皿之後，可以解決

塑膠無法滅菌的問題以及實驗時厚度的問

題。 

  在滅菌時用一個小瓶子裝水之後進行

滅菌，在無菌操作台操作時再進行加水。 

 

3-6實驗資料 

實驗一 

麥水比測試-1 

使用了新的方式進行實驗 

以下圖片都只取一盤 

麥水 1：1 Day3麥水 2：1 Day3 

 

麥水 1：1 Day5麥水 2：1 Day5 

 

 

        天數 

比例 

Day3 Day5 

1：1 4cm 5cm 5cm 6cm 

2：1 5.5cm 7cm 9cm 10cm 

 

實驗二 

溫度測試 

測試兩種溫度分別是 28度及 33度 

28度：33度： 

 

 



      天數  

溫度 

Day8 

28度 12cm 12cm 

33度 9.5cm 9.5cm 

 

實驗三 

糖分實驗 

添加葡萄糖或蔗糖並觀察其結果 

添加 1M葡萄糖 Day5 

 

對照組 Day5 

 

添加 1M蔗糖 Day5 

 

    天數 

加糖 

Day5 

1M葡萄糖 8cm 8.5cm 8.5cm 

對照組 8.5cm 

1M蔗糖 9cm 9.5cm 8cm 

 

 

實驗四 

更改底材 

使用椰子纖維 Day5 

短長 

 

對照 Day5 

 

      天數 

底材 

Day5 

短纖維 11cm 12cm 

對照組 10cm 

長纖維 11cm 11.5cm 

 

實驗五 

添加金屬離子 

對照組與實驗五的相同 

1） Mg 

0.1M 0.5M  1M 

 

 

2） Ca 

0.1M     0.5M       1M 

 

 

3） Mg&Ca 

0.1M      0.5M      1M 

 



4） Mg&K 

0.1M      0.5M      1M 

 

5） Mg&K&Ca 

0.1M       0.5M      1M 

 

 單位 

金屬離子 

0.1M 0.5M 1M 

對照組 10cm 

Mg 11cm 10cm 9.5cm 

Ca 12cm 11cm 11cm 

Mg+Ca 11cm 11cm 10.5cm 

Mg+K 9.5cm 9cm 9cm 

Mg+K+Ca 11cm 10cm 9cm 

 

4.主要成果 

  目前在我們的實驗成果中看出來是在

溼度部分是 2：1會比較好些，在溫度部分

28度比 33度好，可能是高溫也會令靈芝

長得不快，加了糖之後則沒有顯著變化，

只有部分添加蔗糖的實驗盤長得比對照組

快，加葡萄糖則是跟對照盤差不多，換成

椰子纖維之後長得比對照組快一些，由其

是短的纖維，然後加入金屬離子之後發

現，若是加的單位越多，則生長速率會越

不理想，唯一長得比較快速的是加了 Ca的

實驗組。 

 

5.評估與展望 

  原本的預期是 1：1的比例之下靈芝會

具有比較快的生長速度，進行實驗 1之後

發現，麥多於水的情況之下會長比較快，

然而在測試溫度的時候感染比較嚴重的在

28度，可能與黴菌也喜歡在這溫度生長有

關，改了底材之後能在短的椰子纖維長的

快些，只是菌絲看起來較為稀疏，之後加

了的金屬離子，若是只有加單一金屬離子

1單位是長得比較快速，加得越多，速度

越慢。 

  使用麥粒種可以省去製作培養基的繁

複步驟，而且做為直接進行接種的培養方

式。 

6.結語 

  從三個變因下手:溫度、濕度、麥量，

我們可以得知溫度和水量對靈芝生長有頗

大的影響力，而麥：水 2：1是經過測試之

後長得比較快速的比例，雖然加了糖但是

有幾個效果沒有出來，並且 28度長比較

快，只是需要注意感染的問題，特別新增

了加入金屬離子的實驗，觀察後發現了很

有趣的現象，加入 Ca 會對靈芝的生張速度

能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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