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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乃係利用紅麴菌發酵茶渣、幾丁質生產脫臭劑之相關研究。實驗主要探討紅麴菌(Monascus ruber 31535)發酵茶渣與

香草、水果殘渣後所得發酵物之脫臭及乙烯吸附效果。 首先探討最適培養基質，加熱30分鐘後接種紅麴菌(Monascus ruber

31535)，於30℃靜置培養6天後，經100℃烘乾處理得到脫臭劑樣品，再以氨為脫臭效果之指標。結果顯示以茶葉渣4g和檸

檬渣1g的添加比例可達到82%的脫臭效果，且官能品評的接受度也最高。 脫臭劑之特性方面，於冷藏溫度下進行脫臭其效

果達78%，比在室溫環境下好；而脫臭能力在48小時達到飽和，並不會隨著時間的增加而提高。與商品化之脫臭劑(即活性

碳)比較，以茶葉渣4g和檸檬渣1g混合製成的脫臭劑，其脫臭率為82%；而市售品則只有23%和15%，效果遠不及本研究室

自製的。 至於脫臭劑之應用，以Monascus ruber 31535發酵本研究室自製之幾丁質所得的脫臭劑，吸附利用益收生長

素(ethephon)所產生的乙烯氣體，並於室溫下吸附24小時後分析，可得到91%的吸附率；與市售乙烯吸附劑比較結果顯示，

以幾丁質發酵所得脫臭劑之乙烯吸附率為96%，市售品的吸附率為92%，吸附能力低於本研究所自製的脫臭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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