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蛹蟲草子實體培養條件與活性成分組成之研究

林石源、陳明造

E-mail: 9417959@mail.dyu.edu.tw

摘 要

由於冬蟲夏草Cordyceps sinensis對寄主具有專一性，對於環境的要求也很特殊，所以產量很少，進而導致供需失衡，價格

更是越來越高；由於蛹蟲草Cordyceps militaris的主要成分與藥理特性與野生冬蟲夏草相近，對於寄主的專一性又不高，因

此，開發蛹蟲草之繁殖技術並導入自動化生產應是較為可行的方向。本研究發現菌絲培養的溫度以22℃及25℃最為適宜，

而子實體誘導期之照光時間拉長比較能得到完整的棒狀子實體；蛹蟲草於不同培養條件下之子實體腺?含量並無顯著差異

，且本研究之子實體腺?含量比天然蟲草高；另外，生產高產量蟲草素的最適條件為22℃配合14小時照光刺激或25℃配合8

小時照光刺激；蟲草素及腺?絕大多數是存在於子實體中，不過從採收完畢之殘餘培養基中仍發現大量的蟲草素，值得再

利用，多醣於培養基的部分可能比較多。再者，蛹蟲草的色素在不同溫度及酸鹼環境下相當穩定，但未被鑑定；整體而言

，以22℃養菌之後再以14小時照光刺激能夠獲得較多蟲草素、腺?及多醣的子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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