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除黑掃惡，用大蒜清除黑黴菌 

一、摘要 

我們透過一系列的實驗，深入探討大蒜素對黴菌生長的影響，從而找出其在防黴應用上

的潛力。在現代社會中，黴菌不僅對食品保存造成困擾，還對人體健康構成威脅。因

此，尋找一種高效且安全的防黴劑成為我們想研究的重點之一。大蒜素作為一種天然抗

菌物質，且具有強效的抑菌特性。本研究將通過控制大蒜素濃度、觀察黴菌生長情況以

及數據分析，驗證其在防黴方面的效果。最終目標是尋求一種可行的應用方法，以其在

食品工業和環境管理中發揮積極作用。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有天在家中儲物櫃的陰暗角落最深處，發現了一個全身長滿黴菌的白吐司，看看黴菌這

遮天蔽日的大陣仗，我不由的好奇發想：如何防治黴菌的生長呢？有什麼方法能抑制黴

菌生長嗎？經過精密的調查，我們發現有些植物有防黴的作用！這樣在下雨天時，終於

有能治服他們的‘人’了！我們會選這個題目是因為想更深入了解黴菌防治與生長的因

素。為了找出可以有效防黴的液體，我們根據網路資訊先得到哪些植物的防黴效果較

佳，並規劃實驗。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由前幾屆科展的其中一篇報告「天洛神兵，黴軍止步～洛神葵對黴菌生長影響的研究」

得知生活中許多食物和用品有抑制黴菌的效果，所以我們在想大蒜是否也有相同效，因

為也是生活中常用來調味和烹飪得食材，隨手可得。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1. 製作培養基: 

(1) 洋菜粉 2g 

(2) 葡萄糖粉 5g 

(3) 加熱至 80。C 並攪拌 

(4) 放入滅菌釜(150。C 和 60 min) 

(5) 放入無菌台分裝 

 

2. 大蒜汁製作: 

(1) 大蒜切片 

(2) 搗碎大蒜 

(3) 放入果汁機內打碎(200g 水: 500g 大蒜) 

(4) 打成泥 

(5) 把大蒜汁液分裝到離心管之中 

(6) 把離心出的大蒜汁吸取出來 

(7) 分裝到小隻的離心管中 

(8) 再次離心取出大蒜素 

(9) 吸取汁液 

(10) 用封條蓋住保存 

 

3. 實驗材料： 

(1) 葡萄糖粉 

(2) 洋菜粉 

(3) 大蒜 

(4) 無菌台                                                                          (圖一) 

(5) 培養基 

(6) 離心機 

(7) 微量滴管 

(8) 滅菌釜 

(9) 果汁機 

 



4. 實驗步驟: 

(1) 在培養基中滴入 1ml 的大蒜油 

(2) 蓋蓋子等一周後的生長狀況 

(3) 利用棋盤法計算黴菌生長面積 

5. 分析各種大蒜素的分光光度計 

（圖二）                                                               （圖三） 

 

 

 

 

 

(圖四) 

 

 

 

 

從圖一光譜圖中，觀察到不同波長下純水加大蒜素的吸收率。X 軸表示波長（奈米），

範圍從 400 到 900 納米。Y 軸顯示吸收率，數值範圍從 0 到約 1.6。圖中有多條曲線，

顏色各異，反映不同樣本或處理的吸收率變化。(圖一)新鮮大蒜汁其峰值出現在 400nm 

~  500 nm 之間，這也可能代表大蒜中硫化丙烯(400nm~500nm)的量在新鮮大蒜汁中

含量高，且硫化丙烯具有一定抑制黴菌的效果。反知(圖二)為新鮮大蒜加入黑黴菌後的結

果，他的峰直向右偏，這可能代表其中硫化物的其中一部份被黑黴菌吸收分解，而另一

部份則在分解黑黴菌的細胞壁而有效抑制他們的生長。再像(圖三)為氧化後的大蒜汁，其

硫化物的量已不如新鮮大蒜，這可能會影響抑制黴菌的效果導致黑黴菌會分解完硫化物



讓抑制黴菌無效。 

6. 實驗結果： 

                                   圖(五) 

由圖(三)可以看出左圖對照組與右圖加入大蒜素的黴菌生長比較。加入大蒜素後，黴菌生

長的密度變小。加入大蒜素的區域，黴菌生長較差或不生長。 

  

本實驗初步結果可以解釋大蒜油可抑制黑黴菌生長。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透過以上的實驗結果我們得到初步的結論，大蒜具有抑制黑黴菌的能力，其成分可能可

以控制黴菌的生長。 

根據文獻查證，大蒜中含有大蒜素、硫化物及抗氧化物，這些都有抑制黴菌生長的功能

及效果。 

透過本實驗結果，我們可以和 SDGs 目標二和三，也就是消除飢餓和健康福利這兩項進

行連結。因為我們若保持健康及維持食用乾淨的食物可以浪費與耗損醫療資源的使用。

讓這些資源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圖六)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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