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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桑黃，是已知生物抗癌領域有效率的大型真菌，對小鼠肉瘤S180抑制率達到96.7％，成為真菌類藥物研究和開發的熱點。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萃取分析桑黃中的有效成份多醣、三?、總黃酮、總多酚、抗氧化能力其最佳萃取條件。 在使用微波

輔助萃取桑黃方面，由於桑黃自由基清除能力干擾值大，因此不作桑黃自由基清除能力後續直交表探討，而以單一因子方

法得到最佳條件為75%乙醇、時間7分鐘、溫度80℃、固液比1g/50ml；多醣最佳萃取條件為水、時間3分鐘、溫度100℃、

固液比1g/30ml，即可得到產率41.3%多醣；三?最佳萃取條件為95%乙醇、時間5分鐘、溫度80℃、固液比1g/30ml，可得

產率1.94%的三?；總黃酮最佳萃取條件為50%乙醇、時間5分鐘、溫度80℃、固液比1g/50ml，可得產率2.32%的總黃酮；

總多酚最佳萃取條件為50%乙醇、時間5分鐘、溫度80℃、固液比1g/30ml，可得產率7.41%的總多酚。

關鍵詞 : 桑黃、多醣、三?、總黃酮、總多酚、微波輔助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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