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銀耳（Tremella fuciformis）多醣體量產關鍵技術及機能
性產品之開發--高多醣體銀耳品系子實體量產關鍵技術研

究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 畫 類 別 ：整合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9-2321-B-468-001- 

執 行 期 間 ： 99 年 08 月 01 日至 100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亞洲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林俊義 

共 同 主 持 人 ：范宗宸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級-專任助理人員：張家瑋 

 

  

  

報 告 附 件 ：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處 理 方 式 ：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09 月 26 日 
 



「保健食品」研究開發計畫  99 年度期末報告 

※※※※※※※※※※※※※※※※※※※※※※※※※※※ 

※

※

※ 

高多醣體銀耳品系子實體量產關鍵技術研究 
※

※

※ 

※※※※※※※※※※※※※※※※※※※※※※※※※※※ 

 

  

計畫類別： ■ 整合型    □ 產學合作 

計畫編號： NSC 99-2321-B-468-001 

執行期間： 99 年 08 月 01 日至 100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亞洲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計畫主持人： 林俊義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張家瑋 

聯絡電話： 04-23323456 轉 5100 

傳真： 04-23321215 

電子郵件： yihlin@asia.edu.tw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0 8  月   2 2  日 



一、摘要： 

目前全球之銀耳產區集中於中國大陸福建（古田）及四川（通江）省，外銷全世

界，主要進口國家為台灣、日本及美國地區。最近消費者基金會驗出進口銀耳全部含

農藥殘毒及SO2，造成消費者無銀耳可用之窘境，如能在台灣量產銀耳並形成產業以

供應優質低價安全之銀耳子實體，並發展防癌、美容、保健等加工產品，其商機無限。 

    本子計劃除生產安全銀耳子實體供本整合型計劃之其他子計畫研究所需材料外，

並預期於兩年內建立高多醣體銀耳子實體量產體系，將此技術移轉於台灣業者，發展

台灣之銀耳產業。 

    本研究重點在於選育適合台灣栽培之銀耳品種、具親和性之香灰菌菌株及研究菌

種製作方法；並以鋸木屑為培養基質取代大陸具有毒性疑慮之棉仔殼，研究其最適配

方及栽培環境，且銀耳子實體之生成，香灰菌佔有舉足輕重之關係，但兩者間之關係

並無人深入研究，國際期刊亦無文章可參考。 

    銀耳栽培時的各項條件對於銀耳之栽培及採收皆有顯著的影響。本研究首先測得

銀耳及香灰菌於 PDA 培養基上之最適生長溫度分別為 25 ℃ 及 28 ℃，並以此溫度

培養往後試驗所需之菌種；在不同溫度處理中，將銀耳與香灰菌共同培養於 RWM10 

木屑基質時發現，在培養菌絲的階段可以把溫度控制在 25 ℃，可利香灰菌菌絲的生

長；而當銀耳菌絲產生菌水後，則可以把生長溫度調至 23 ℃，以利銀耳子實體的發

育；在不同栽培種菌齡栽培測試結果顯示，栽培種菌齡越高者，其生產之銀耳於直徑、

鮮重及乾重部分有越高之現象；在不同菌種的配方測試中，發現純香灰菌以及銀耳與

香灰菌共同培養之菌絲生長於 RWM10 基質中最為快速，但在生長出之銀耳子實體

方面，則以R20配方栽培出之銀耳子實體在直徑及鮮重上較佳。另在螨類污染測試中，

發現於蓋子夾層置入一層牛皮紙之處理，其被螨類污染比例最高達 22%，而兩層牛皮

紙處理者則未有觀察到螨類為害之情形。 

    本計畫目前已申請銀耳菌種製作技術（發明）及銀耳專用栽培瓶（新型）兩項專

利，前項申請號碼為 099102600，而後項公開號為 M397-137；我們預期本計畫可深入

了解銀耳栽培時所需之養分、環境條件，進而提升銀耳栽培生產技術，並申請銀耳品

種權兩件，日後當可將栽培品種等技術移轉業者以開發我國銀耳栽培之新產業。 

 

關鍵詞： 

銀耳、香灰菌、太空包栽培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銀耳（Tremella fuciformis Berk.）又稱白木耳，為二型態（dimorphism）真菌如圖

（一），主要產區在中國，但台灣從大陸進口銀耳，衍生三種問題：（1）棉子殼含

棉子酚成分，具強烈毒性及男性不孕等問題。（2）白木耳以SO2 處裡以防變色及腐

爛，具有毒性。（3） 2009 年元月16 日報載消費者基金會檢測大陸進口白木耳全部

含殺蟲劑歐殺松或陶斯松等農藥問題。以上問題，使大陸進口銀耳全部下架。如能在

台灣量產銀耳並形成產業以供應優質低價安全之銀耳子實體，並發展防癌、美容、保

健等加工產品，其商機無限。 

  銀耳主要生產關鍵因素為銀耳品種、伴生菌（即香灰菌）的協力、菌種製作、栽培

基質及環境；銀耳生長特殊，先前之研究顯示菌絲在鋸木屑或培養基上，生長極為緩

慢，必須借助伴生菌（companion fungus）協助才能縮短生長時間及形成子實體。        

  本研究目的在選育適合台灣栽培之銀耳品種、具親和性之香灰菌菌株及研究菌種製

作方法，並進而探討最適其栽培之鋸木屑配方及調控環境因子，以利於未來開發銀耳

之新產業。 

 



三、材料與方法 （請簡述） 

1. 不同溫度對銀耳及香灰菌菌絲於 PDA 培養基中生長之影響 

    以直徑 7 mm 的打孔器切取培養於 PDA 培養基上之銀耳及香灰菌（菌齡為 

7 天） 菌絲塊，分別培養於 PDA 培養基上，並置於不同溫度（20、23、25、28 

與 32 ℃） 之恆溫培養箱培養，觀察其菌落生長的情況。 

 

2. 供試菌株之製備 

    銀耳供試菌株選用本實驗室保存之 LT-1，平日以 PDA 培養基 （Potato 

Dextrose Agar） 培養於 25 ℃ 之培養箱內，並定期進行更新作業；香灰菌供試菌

株則選用與 LT-1 具親和性之 LH-1 菌株，亦以 PDA 培養基培養於 28 ℃下備用。 

 

3. 不同溫度對銀耳於木屑基質上栽培之影響 

3.1. 不同溫度對純銀耳、純香灰菌及銀耳與香灰菌共同培養於木屑基質上菌絲生

長之影響 

將純銀耳、純香灰菌以及銀耳與香灰菌共同培養三種處理，培養於含有滅

菌過 RWM10 基質之試管中，觀察此三種處理於不同溫度（19℃、21℃、23℃、

25℃、27℃與 29℃）下，其於 RWM10 基質中生長之情形。 

 

3.2. 不同溫度對銀耳與香灰菌共同培養於木屑基質上之影響 

    將及銀耳與香灰菌共同培養於含有滅菌過 RWM10 基質之栽培瓶中，觀察其

於不同溫度（19℃、21℃、23℃、25℃、27℃與 29℃）下生長之情形。 

 

4. 不同銀耳栽培種菌齡對栽培種生長之影響 

分別將不同菌齡 （6、10、14、18 天）之銀耳栽培種接種至裝有 RWM10 基質

之栽培瓶內，並培養於生長條件為溫度 25℃、環境濕度 70-75%、二氧化碳含量 800 ppm

且無光照之培育室內培養，每處理 3 重複，每重複 3 瓶栽培瓶，接種後定期觀察其

菌絲生長速率及菇體生長情形。 

 

5. 不同配方菌種培養基之製備 

5.1. 菌種培養基配方（每種配方含水率皆為 65%）： 

R20：雜木屑 79%、米糠 20%、碳酸鈣 1% 。  

R20G：雜木屑 78%、米糠 20%、葡萄糖（Dextrose） 1%、碳酸鈣 1% 。 

R20S：雜木屑 78%、米糠 20%、蔗糖（Sucrose） 1%、碳酸鈣 1% 。 

RWM10：雜木屑 79%、米糠 10%、粉頭 10%、碳酸鈣 1%。 

WB20：雜木屑 79%、麥麩（wheat bran） 20%、碳酸鈣 1% 。 

WM20：雜木屑 79%、粉頭（wheat middling） 20%、碳酸鈣 1%。 

 



5.2. 菌種培養基試管製作 

    依照菌種培養基配方配置培養基後，取 25 g 填裝到玻璃試管（外徑 21 mm，

厚度 1 mm，高 180 mm）中，壓實並保持接種面為平整，再以矽膠塞塞住瓶口。

將做好的木屑培養基質試管以高溫滅菌釜 （121℃、60 分鐘）滅菌後冷卻備用。 

 

5.3. 菌種瓶製作 

      依照菌種培養基配方配置培養基後，取 250 g 填裝到菌種瓶（組 

  織培養瓶，400 ml）中並於培養基質表面中心以木棒（直徑 1.8 cm ） 

  鑽 1cm 深的接種穴，再以棉花塞住瓶口並在棉花塞外包裹鋁箔紙，經 

  由高溫滅菌釜 （121℃、60 分鐘）滅菌後冷卻備用。 

 

6. 不同配方菌種培養基對銀耳菌株、香灰菌菌株以及兩者共同培養時之影響： 

以直徑 7 mm 的打孔器切取培養於 PDA 培養基之銀耳與香灰菌（菌齡分別為 14

天及 7 天） 菌絲塊，分別接種在不同菌種培養基試管中，並置於生長條件為溫度 25 

℃、環境濕度 70-75%、二氧化碳含量 800  ppm 且無光照之培育室內培養，每處理 4 

隻試管。之後定期觀察純銀耳菌株培養、純香灰菌菌株培養以及銀耳與香灰菌共同培

養三種處理於不同菌種培養基中菌絲生長的速率。  

    另以相同方式，將銀耳及香灰菌各一菌絲塊，一同接種在不同配方菌種培養基之

菌種瓶內，並置於生長條件為溫度 25 ℃、環境濕度 70-75%、二氧化碳含量 800 ppm

且無光照之培育室內培養，每種菌種培養基各 6 瓶菌種瓶，並定期觀察銀耳栽培之

情形。 

 

7. 瓶蓋牛皮紙層數對螨類汙染率之影響 

    分別將瓶蓋置入一層與二層牛皮紙，並填滿鋸木屑配方之銀耳自動化栽培瓶，經

高溫高壓滅菌及接種(LT1、LT6、LT10)後，置於一已受螨類污染、未經消毒之環控生

長箱（23℃；RH:90%）中培養；每處理 100 瓶，於接種 20 日後將瓶蓋打開，觀察

並記錄銀耳菌落受螨類汙染之汙染率。



四、執行進度及成果 

1. 不同溫度對銀耳及香灰菌菌絲於 PDA 培養基中生長之影響 

    銀耳菌株 LT-1 於 PDA 培養基上，以 25 ℃ 之培養條件菌絲生長速率最快，低

於此溫度或高於此溫度的銀耳菌絲生長速率則有減緩之現象；另於 28 ℃ 條件下之銀

耳菌絲則有轉化成酵母型態的情形發生，而於 32 ℃ 條件下之銀耳菌絲塊則無生長情

形；而香灰菌 LH-1 菌絲在溫度 28℃生長速率最快。 

 

2. 不同溫度對銀耳栽培上之影響 

2.1. 不同溫度對純銀耳、純香灰菌及銀耳與香灰菌共同培養於木屑基質上菌絲

生長之影響 

    純銀耳培養於各溫度下生長皆較為緩慢，唯其於 21~23 ℃時菌絲較為濃密；

純香灰菌培養及銀耳與香灰菌共同培養處理，其菌絲則於 25~29 ℃生長較佳。 

 

2.2. 不同溫度對銀耳與香灰菌共同培養於木屑基質上生長之影響 

由結果得知，銀耳與香灰菌共同培養於栽培瓶中菌絲最適生長溫度介於 

25~29 ℃之間；當培養溫度為 21~25 ℃時，栽培基質表面皆有菌水的出現，其中

又以 25 ℃處理最早出現菌水，溫度超過 25℃時，則沒有觀察到有分泌菌水的現

象；培養溫度介於 19~23 ℃之處理皆有銀耳原基的產生，其中又以 23 ℃下的銀

耳原基體較大且形成的時間也較早。 

 

3. 不同栽培種菌齡對銀耳生長之影響 

 將不同菌齡之栽培種接種至木屑栽培瓶，各處理其菌絲約於第 15 日即可長滿栽

培瓶，於第 28 日觀察其菌水產生之比例，以菌齡為 10 日之處理為最高 （91％），

其餘處理則介於 73~82％；耳基生成各處理比例則介於 55~73%。 

 於接種後第 48 日進行採收，其中栽培種菌齡越高之處理，其直徑、鮮重及乾重

亦有越佳之趨勢。 

 

4. 不同配方菌種培養基對銀耳栽培之影響 

4.1. 不同菌種培養基於試管中對純銀耳、純香灰菌及銀耳與香灰菌共同培養時其

生長速率之影響： 

每日觀察純銀耳、純香灰菌以及銀耳與香灰菌共同培養三種處理（共 9 日），

於不同配方栽培基質之試管栽培發現：僅接種銀耳之處理，於不同栽培基質中其

生長皆侷限於基質表面，未能繼續往下生長；而僅培養香灰菌及銀耳與香灰菌共

同培養之處理則皆能由表面向下生長，其中又以 RWM10 基質處理生長最為快

速，且銀耳與香灰菌共同培養處理其菌絲生長又比僅培養香灰菌芝菌絲生長更為

快速。 



 

4.2. 不同菌種培養基於栽培瓶中對純香灰菌及銀耳與香灰菌共同培養之影響： 

本試驗結果顯示，僅培養香灰菌及銀耳與香灰菌共同培養之處理菌絲皆能由

表面向下生長，其中亦以 RWM10 基質處理生長最為快速，且銀耳與香灰菌共

同培養處理其菌絲生長亦出現比僅培養香灰菌之處理生長更為快速；但在銀耳子

實體採收時調查，發現各基質配方中，以 R20 基質所栽培之銀耳子實體其直徑及

鮮重則較其他處理者為佳。 

 

5. 瓶蓋牛皮紙層數對螨類汙染率之影響 

    於瓶蓋夾層置入兩層牛皮紙之處理，皆無出現受螨類污染之現象；而只置入一層

牛皮紙之處理，部分栽培瓶開蓋後發現菌落表面出現零星孔洞之螨類污染現象，於解

剖顯微鏡下則有螨類蟲體及卵之發現；各處理中又以 LT-10 汙染最嚴重，汙染率達 

22%。 

 



五、計畫成果自評：  

銀耳栽培時的各項條件對於銀耳之栽培及採收皆有顯著的影響。本研究首先測得

銀耳及香灰菌於 PDA 培養基上之最適生長溫度分別為 25 ℃ 及 28 ℃，並以此溫度

培養往後試驗所需之菌種；在不同溫度處理中，將銀耳與香灰菌共同培養於 RWM10 

基質時發現，在培養菌絲的階段可以把溫度控制在 25 ℃，可利香灰菌菌絲的生長；

而當銀耳菌絲產生黃水後，則可以把生長溫度調至 23 ℃，以利銀耳子實體的發育；

在不同栽培種菌齡栽培測試結果顯示，栽培種菌齡越高者，其生產之銀耳於直徑、鮮

重及乾重部分有越高之現象；在不同菌種的配方測試中，發現純香灰菌以及銀耳與香

灰菌共同培養之菌絲生長於 RWM10 基質中最為快速，但生產出之子實體在直徑及

鮮重方面，則以 R20 基質較佳；螨類污染測試中，發現於蓋子夾層置入一層牛皮紙之

處理，其被螨類污染比例最高達 22%，而兩層牛皮紙處理者則未有觀察到螨類為害之

情形。綜合以上結果，預定進度及目標均已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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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考察白木耳及其他菇類之近況 

一、 行程 

日期 行程 

6.15 搭飛機至福州 

 

 

 

 

 

 

 

 

 

 

第一天 

6.16 

 上午於福建農林大學－海峽兩岸農業技術合作中心進行交流會談。 

 

    

 

    

              
                   

 

 

 

 早上搭車由福州出發至銀耳之鄉－古田 

 古田縣科興食用菌研究所繁育中心參觀 



2 
 

 

 

 

第二天 

 6.17 

    

    

 

 

 

第三天

6.18 

 當地銀耳菇場參訪 

 下午則至銀耳烘乾廠參觀大陸銀耳乾品加工情形 

 

         

    

                                      

 

第四天

6.19 

 福建古田食用菌批發市場參觀當地批發銷售情形 

 古田食用菌博物館參觀 



3 
 

     

    

 

 

第五天 

6.20 

 杏鮑菇及海鮮菇之環控菇舍之參觀 

 

    

 

 

 

第六天 

 茶樹菇菌種場進行探勘 

 下午則驅車前往屏南的傳統香菇菇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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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第七天 

6.22 

 上午前往屏南之另一銀耳烘乾廠參觀 

 福州長樂機場搭機前返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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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成果 

此趟於福建農林大學學術交流－海峽兩岸農業技術合作中心也是農林大學

前校長 鄭金貴、海峽研究院秘書 張濤及多位學者，對近代農業發展進行交流會

談。而鄭前校長則說明了大陸農業發展之現況，以及該校近年來研究之重大突

破。並期望未來能有更頻繁進一步展開交流。鄭前校長並帶領參觀其所研究之負 

離子生產設備，利用水稻、蕨類生產於室內，其在室內所產生之負離子則有益於

健康，福建農林大學之菇類研究中心則為全中國之菇類菌種中心，收集了數萬種

菇類種原，謝寶貴老師主持之菇類研究室，並從事由菇類基因轉殖，目前已將防

止糖尿病之基因已轉入銀耳內。 

中國福建古田，又可以稱為銀耳的家鄉，全世界有 95%的銀耳出自於這裡，

以下是我們在福建古田的參訪經過，這次的參訪我們看到了銀耳從栽培到後續加

工處理的過程。大陸栽培銀耳採用長條型太空包的袋栽培養 (圖 1)，以培養介質

採用棉仔殼為主，添加其他養料為輔，接種後培養於傳統式菇寮，銀耳栽培溫度

在 23~25℃，需要每日澆水及通風 2 次，約 40~45 天採收(圖 2)。採收後的銀耳

均以乾燥方式保存，所以就有專門加工的烘乾廠首先要將銀耳蒂頭切除 (圖 3)，

泡水清洗 (圖 4)，放在竹製的籃子中，採用熱氣烘乾方式將銀耳水分去除，再裝

袋後運到市場販售 (圖 5)。另外我們去參觀了古田地區新營運的工廠化生產杏鮑

菇以及海鮮菇(真姬菇，在台灣稱白精靈菇)的菇場，採用環控栽培方式栽培杏鮑

菇 (圖 6)，並利用疏果方式讓杏鮑菇小菇體保持在 1-2 個，可以生產出較大且厚

實的子實體；其中跟台灣較不一樣的地方，採用木條與鋸木屑培養基混合製作菌

種 (圖 7)，讓菌絲長滿木條後直接取一根接種到太空包中；而海鮮菇培養則使用

紅色光源照光培養，可以讓菇體較白 (圖 8)。 

福建屏南當地氣溫在夏季略低於古田及其他城市，所以在夏季高山還適合栽

培白木耳及部分菇類的生長。於當地參觀用木屑裸包栽培的香菇產菇場，香菇適

合生長的溫度在 18-28℃，一包太空包通常可採菇 6-8 次， 圖(9)太空包裸包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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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不僅可以節省空間，產量也可以提高，一個裸包通常一次會有十多株的子實

體長出。我們也前往於屏南白木耳加工場，觀看白木耳去蒂頭、泡水清洗、烘乾、

裝袋的過程，摘採下來的白木耳準備去蒂頭，去好蒂頭的白木耳需要泡水清洗後

烘乾才可以讓耳片較開較大，將白木耳整齊排列後送入烘箱烘乾，烘乾好的白木

耳整理裝袋後運銷，可能是烘乾方式不同或是銀耳品系不同，相較於古田白木耳

烘乾場後屏南白木耳較黃 圖(10)。至福建寧德，也參觀海鮮菇菇場，台灣稱「白

精靈、美白菇」，大陸的海鮮菇主要是用太空包袋栽 圖(11) ，海鮮菇太空包栽

培， 圖(12)有些子實體上面會有小菇體長出，則為畸形菇體，雖然對人體無害，

但因為賣像差，所以價格上會有所影響， 圖(13)採收後的海鮮菇。 

 

三、建議 

 

    赴大陸古田縣許多菇寮參訪期間，由於大陸地區銀耳目前皆以開放式空間進

行栽培，因此病蟲害問題極多，在當地菇農談話中為了減少病蟲害發生，每天都

會使用福馬林、薰蒸劑及殺蟲劑來防治，因此銀耳相關產品含有農藥殘留之疑

慮，對購買消費者之健康存在問題。目前大陸都是以人工方式量產銀耳，我們應

該以目前台灣相當優越之環控栽培技術來進行銀耳環控栽培技術之開發，藉此以

自動化方式量產無毒銀耳，以取代大陸外銷銀耳市場，古田，屏南地區之培養基

質也多為綿仔殼，棉仔殼具毒性生產之菇類如杏鮑菇、銀耳等恐怕亦染有具毒性

棉仔酚。又其烘乾銀耳子實體，所需之熱源為廢棄之銀耳菌包，菌包由塑膠袋包

裝，以此燃燒，恐使空氣或被烘乾之銀耳具有戴奧辛有害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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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圖 1.實驗室同仁與銀耳菇場老闆       圖 2.待採收銀耳生長情形 (採收前 7  

                       天停止澆水) 

 

                                     

 

 

 

 

 

圖 3.人工切除銀耳蒂頭圖               圖 4.銀耳泡水 

 

 

 

             

 

 

 

 

圖 5.販賣銀耳乾品 

                                        圖 6.杏鮑菇環控栽培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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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 杏鮑菇菌種為枝條菌種          圖 8.海鮮菇栽培情形 

 

 

 

 

 

 

 

圖 9.  香菇太空包裸包排列 

 

 

 

 

 

 

                                    

圖 10.  屏南白木耳                     圖 11.  海鮮菇太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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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海鮮菇菌傘長出肉瘤小菇體       圖 13.採收後海鮮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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