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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以Monascus ruber CCRC 31535 為紅麴生產菌株，先進行不同食用油最適化之探討，再利用回應曲

面法以尋求食品級白米粒-蔬菜油複合培養基中四種組成分 ( 白米粒、peptone、蔬菜油、葡萄糖 ) 等對紅麴膽固醇合成抑制

劑產量影響之探討。不同食用油最適化探討之實驗結果顯示，在培養養溫度25℃，白米-不同食用油複合培養基之起始酸

鹼值為 pH 5.0，培養基體積在250 mL三角錐瓶中為25mL等相同培養條件下，與不同的食用油 (甘油、蔬菜油、橄欖油、葵

花油、芥花油、沙拉油) 進行搖瓶培養，當以白米粒-蔬菜油複合培養基培養時，所生產的膽固醇合成抑制劑產量可達0.1

mg/mL。 本研究亦利用回應曲面法來尋求白米粒-蔬菜油複合培養基中四種組成分 ( 白米粒、peptone、蔬菜油、葡萄糖 ) 

之最適化濃度條件，由實驗結果得知，最適培養基組成為37 g/L白米粒、5 g/L peptone、43 ml/L 蔬菜油、7.6 g/L 葡萄糖

，在此組成分培養下，經過十天培養後，可得到本研究最高膽固醇合成抑制劑產量為0.141 mg/mL。此外，在回應曲面法

模式適切性之統計檢驗上，R2為0.86，表示此一回應模式能適切地作為描述實驗數據參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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