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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萃取分析段木樟芝粉末中之有效成分多醣、腺?、粗三?，並根據不同培養基醱酵生成之菌絲體來源比

較其多醣、腺?、粗三?含量上的差異，結果顯示，利用不同培養基培養出來之菌絲體，成分上也有所差異，培養基6其多

醣(25.93 g/kg)及腺?(745.15 mg/kg)含量最高；粗三?方面，培養基3粗三?產量最高(71.29 g/kg)。 段木培養之樟芝不同萃取技

術比較方面，在相同20%乙醇溶劑下，微波輔助萃取9分鐘，多醣產量可達熱迴流3小時產量82%；在相同20%乙醇溶劑下

，微波輔助萃取在7分鐘，腺?產量比超音波40分鐘及熱迴流3小時產量高；相同70%乙醇溶劑下，微波萃取只需花費9分鐘

，粗三?產量可達超音波20分鐘產量的91%，但時間上卻節省了一半以上，提供更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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