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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台灣，這美麗的寶島，光維管束植物就有 4800 多種，許多的植物就在我們的身旁，  

  與人類生活習習相關；許多植物都具備珍貴用途，卻尚未為人發掘，甚至因為不了解，而  

  被多數人所遺棄或厭惡，在園藝作物栽培實習課中，修剪、除草下來的植物，卻只有用來 

  堆肥的用途，剛好在一次的巧合中發現農場進了一批精油萃取機，想說何不來試試利用這 

  些不要的植物及一些廢棄的木材，是否可以加以利用這些植物，再次創造出更具價值的附  

  加功用。本研究內容參考了農業概論、基礎園藝課本。在某一次的實習課程中，我們了解 

  到植物的精油具有抗菌的效果，這引發我們探究的興趣。我們想要藉由這次的研究，了解 

  植物屬性之不同(香味、葉片質地…等)，是否影響其所萃出精油之成效，而所萃取之精油 

  及其附屬產物(純露)是否也有具有相同功效，希望能幫這些植物找出獨特的附加價值，讓 

  這些植物的重要性更為提高，進而希望有機會開發出相關植物的新產品。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不同植物精油萃取的效率。 

(二)探討不同萃取方式的成效。 

(三)精油、純露之抑菌效果的影響。 

(四)探討不同萃取方式對抑菌成效是否有加成效果。 

 

  三、研究方法 

 

      我們透過文獻法、訪談法和做些小實驗來完成此次論文，透過課本及相關參考書進行   

  資料查詢，詢問相關科系的老師、主任，並且做實驗來分析結果。 

 

  四、研究架構 

 

圖一：實驗架構(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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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植物材料介紹 

 

      (1)選擇植物的方向：經修剪取得、有抑菌消炎的作用、產量多、繁殖快、甚至是可食 

         用。 

植物 選擇原因 

白千層 桃金孃科，樹皮淡褐色、海綿質薄層味道辛，可消炎 

左手香 唇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為大型多肉植物，可消炎、抗癌 

香茅 禾本科，抗感染、可除臭 

陰香 

學名為印尼肉桂，外型與土肉桂相似、適應力強、少病蟲害，與

土肉桂同為樟科，恐有雜交情形及蔓延疑慮，林務局呼籲各界不

要再栽種。精油與土肉桂相仿，內容物也具有抑菌效果。 

大花咸豐草 菊科，為民間藥草，可消炎、降火 

紅牧草 禾本科，可消炎、抗癌，與甘蔗相似，味道卻毫無甜味 

狼尾草 禾本科，花序下密生柔毛，可消炎、解毒等作用 

家具廢棄臺灣肖楠木材 柏科，常用於家具木材，有抑菌、消炎效果 

家具廢棄臺灣檜木木材 柏科，可消毒、滅菌、止癢 

澳洲茶樹 桃金孃科，有極大抑菌、消毒效果，所以採用此植物來做對照組。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實驗一萃取植物精油和純露 

 

(一)蒸餾法 

1.利用精油萃取機來操作，如圖二。 

2.先將所需要的植物都清洗乾淨，並剪碎，如圖三。 

3.每種植物各秤 500 克，放入精油萃取機中。 

4.加入 3000 毫升的水。 

5.蒸餾 1 小時，並觀察精油萃取出的量。 

   

                         圖二：精油萃取機         圖三：將植物清洗剪碎    

(二)浸泡法 

1.油萃法 

(1)因為時間的因素，我們選擇較快速的「熱油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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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植物如同蒸餾法一樣處理，但為了不影響事後精油的品質，將植物放置數天 

至外表的水份完全乾為止。 

(3)油萃法使用 1:1 的方式進行，一公克的植物需要一公克的油。 

(4)將 50 毫升油加熱控制在 50℃~70℃，並加入 50 公克的植物，如圖四。 

(5)提出「熱油浸漬法，使用 70℃的油溫浸煮 2~3 小時」(茹絲‧馮，2009)，但因 

  考量到能源節約的問題，經和老師討論後，將浸煮時間更改為 1 小時，即可將  

  植物及精油取出放入瓶子中。 

 
圖四：利用測油溫度計來控制油在 50℃~70℃ 

2.酒泡法 

(1)由於我們是強調以天然為主，且民間常見以酒浸泡藥材的格式產品所以我們選 

擇天然且可食用的「米酒」做為溶劑(酒精濃度 20%)。 

(2)酒泡法的比例如同油泡法。 

(3)先將植物清洗乾淨擺置兩星期使植物乾燥，並量取 50 克。 

(4)加入 50 克的米酒，塞緊、密封，存放時避免陽光照射，影響品質。 

(5)由於時間不足，我們只浸泡 24 小時，即開始實驗。 

 

三、實驗二:精油和純露抑菌圈實驗 

 

 (一)大腸桿菌活化 

1.先利用殺菌過的接種環將斜面培養基裡的大腸桿菌上輕刮一下，如圖五(左)。 

2.利用 Z 字形塗佈法，塗在新的斜面培養基上，製作兩管，如圖五(右)。 

3.在 37℃的生長箱中培養 24 小時。 

 

圖五：(左)利用接種環刮出大腸桿菌(右)Z 字塗在新的斜面培養基上 

 (二)菌水調配 

1.先將前一天活化的大腸桿菌利用接種環刮出。 

2.並在無菌水中攪拌均勻，此動作需重複三次。 

3.完成後可用震盪器均勻大腸桿菌水，但因本科無此設備以手部拍打的方式進行菌 

水均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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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抑菌圈實驗 

1.將微量吸管調到 70 微升(容量單位)吸取菌水，滴在培養基上，如圖六(左)。 

2.再倒入數顆玻璃珠，如圖六(右)，前後左右均勻搖晃 10 秒鐘，以利菌水均勻分 

布，再將玻璃珠倒入廢物燒杯中。 

3.將所需的精油及純露先倒入殺菌過的培養皿，精油要記得加蓋，因為精油經風扇 

吹襲易蒸發。 

4.將紙錠泡入精油及純露中，約 3~5 秒，避免泡太久，以免造成紙錠軟化。 

5.將泡好的紙錠依序放在代號位置。 

6.倒置培養至 37℃生長箱中，大約 4~7 個小時可觀察到菌的生長分布狀態。 

7.觀察到有抑菌圈產生時，利用直尺測量抑菌圈大小。 

 

圖六：(左)利用微量吸管在培養基上滴入 70 微升的菌水 

(右)倒入玻璃珠，搖晃均勻 

 

四、研究結果 

 

    (一)實驗一：萃取植物精油和純露 

1 蒸餾法 

(1)我們發現同等量的植物材料 1 小時以澳洲茶樹最多，禾本科類的植物(狼尾 

  草、紅牧草)萃取過程中並未發現精油。如表 1、圖 13 

(2)檜木木片、肖楠木片皆屬非新鮮木材，為裝潢廢棄木材，而檜木木片之萃取率 

優於肖楠木片。如表一 

(3)大花咸豐草在萃取過程會出現咖啡色黏稠狀油性物質，推估可能也是精油物質 

的一種，但礙於設備的缺乏無法確定此物質的真正成分。在收取純露時，咖啡 

色物質會在黏壁管中無法回收。如表 2 

(4)陰香前置處理過程中需先將葉片剪小片，處理過程中發現葉片含有黏液，在萃 

取過程中觀察到白色結晶物黏附在壁管，後來經文獻查閱時發現陰香植物含有 

豐富的龍腦香物質也會產生白色結晶狀，所以我們推估此白色結晶物質可能是 

龍腦香，也是俗稱的「冰片」，其為天然珍貴的中藥材。如表 2 

表一：不同植物利用精油萃取機一小時所萃取的量及型態 

植
物     

     

精
油      

狼尾

草 

白千

層 

紅牧

草 

左手

香 
陰香 

大花

咸豐

草 

香茅 
肖楠

木片 

檜木

木片 

對照

組 

澳洲

茶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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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時

萃取量

(ml) 

無 

2.1 

無 

<0.1 2.0 <0.1 4.3 <0.1 1.0 6.8 

一小時

萃取率

(％) 

0.42  0.4  0.86  0.2 1.36 

精
油 

顏
色 

白色

透明 
黃色 

白色

半透

明 

咖啡

色 

白色

透明 

深黃

色 
黃色 

白色

半透

明 

形
式 

液體 液體 

白色

結晶

物 

黏稠

狀 
液體 液體 液體 液體 

 (╳＝無法測得數植)   註:萃取率=植物精油量∕植物重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圖七：不同植物利用精油萃取機一小時萃取量圓餅圖 

2.浸泡法:油泡法~如表二 

(1)由於紅牧草乾燥過程中，有少許發霉，為了不影響品質，所以不採用。 

(2)狼尾草、陰香、大花咸豐草及香茅當放下去時，橄欖油快速被吸完，為了繼續 

觀察我們調整葉子和油的比例。 

表二：油萃法觀察結果 

植物 
比例(克) 

(葉:油) 

植物熱萃油中的特點 

特性 顏色 味道 

狼尾草 1:3 吸油非常快速 深黃 草味很重 

白千層 1:1 
散發出非常濃郁的

味道 
深黃 和蒸餾法的味道相似、非常濃 

紅牧草 無 

左手香 1:1 
葉子逐漸轉深，分

泌出咖啡色油 
橘黃 左手香本身的味道 

陰香 1:2 表面光滑被油包覆 黃 淡淡的陰香味 

白千層

13%陰香

12%

香茅

27%

台灣檜木

6%

澳洲茶樹

42%

不同植物利用精油萃取機一小

時萃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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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咸豐草 1:2 
大量吸油，葉子收

縮 
深黃 淡淡的青草味 

香茅 1:2 散發出香味 淺黃 香茅味夾雜淡淡的青草味 

台灣肖楠 1:1 逐漸跑出深色液體 淺黃 淡淡的肖楠味，帶一點橄欖油味 

台灣檜木 1:1 有淡淡檜木香 淡橘 檜木香 

澳洲茶樹 1:1 
稍微收縮，葉子捲

起 
咖啡 淡淡的草香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3.浸泡法:酒萃法~表三 

(1)由於紅牧草乾燥過程中，有少許發霉，為了不影響品質，所以不採用。 

(2)因時間限制，我們的浸泡時間以 24 小時為限，但還是有明顯的顏色及氣味。 

表三：酒萃法觀察結果 

植物 
植物浸泡酒中的特點 

顏色 味道 

狼尾草 由於米酒被狼尾草吸乾，沒辦法進行抑菌實驗 

白千層 淺黃 淡淡白千層香 

紅牧草 無 

左手香 深黃 左手香的味道 

陰香 深黃 較無明顯氣味 

大花咸豐草 由於米酒被大花咸豐草吸乾，沒辦法進行抑菌實驗 

香茅 淡黃 淡淡的香茅香 

台灣肖楠 淡黃 木頭的香味 

台灣檜木 淡黃 檜木香 

澳洲茶樹 淡黃 較無明顯氣味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二)實驗二:精油和純露抑菌圈實驗 

 1.經過 4 小時的觀察結果(如表四) 

(1)我們觀察到以純精油所做之菌圈實驗，整體幾乎沒有長菌，所以無法明確測量抑 

菌圈大小。 

(2)精油部分只有兩組靠近無菌水(A1)邊框長少許的菌。 

(3)純露部分香茅純露有將近 0.2 公分的透明菌圈出現，陰香有 0.1 公分；肖楠及 

檜木的純露，因菌在培養基上明顯分布不均勻，所以無法清楚的觀察到抑菌圈 

的情形。 

2.經過 7 小時的觀察結果(如表五) 

(1)經由部分白千層、到手香該組皆無觀察到菌的生長，陰香、香茅、檜木的組別 

有觀察到菌的生長，但在放置精油紙錠部分的區塊，皆無法觀察到菌的生長。 

(2)純露部分，還是以香茅最明顯，但是其菌圈有縮小的跡象，陰香無變化仍維持 

0.1 公分寬，除此之外還觀察到肖楠也有出現無菌生長的透明圈，但因非成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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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難精準量測，只可大致量測其寬度，約有 0.8 公分。 

表四：抑菌圈實驗經過 4 個小時的觀察結果 

(表中 ╳＝沒有這組數據 △＝無法清楚觀察 ＊＝沒有抑菌效果)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圖八：(4 小時)抑菌圈效果比較橫條圖(研究者繪製) 

表五：抑菌圈實驗經過 7 個小時的觀察結果 

 

 

萃 

取 

方 

式 

對照組 白 

千 

層 

紅 

牧 

草 

左 

手 

香 

陰 

香 

大 

花 

咸 

豐 

草 

香 

茅 

狼 

尾 

草 

台 

灣 

檜 

木 

木 

片 

台 

灣 

肖 

楠 

木 

片 

無 

菌 

水 

橄 

欖 

油 

米 

酒 

澳 

洲 

茶 

樹 

精

油 
△   △ △  △ △  △  △ △ 

純

露 
＊   △ ＊ ＊ ＊ 0.1 ＊ 0.15 ＊ 0.1 0.8 

0.2

0.1

0.6

0.6

0.05

0.2

0.35

0.15

0.13

0.4

0.3

0.03

0 0.1 0.2 0.3 0.4 0.5 0.6 0.7

台灣肖楠

台灣檜木

狼尾草

香茅

陰香

白千層

澳洲茶樹

橄欖油

4小時不同植物、萃取方式抑菌圈比較

酒萃法 油萃法 純露

    植  

    物 

萃 

取 

方 

式 

對照組 白 

千 

層 

紅 

牧 

草 

左 

手 

香 

陰 

香 

大 

花 

咸 

豐 

草 

香 

茅 

狼 

尾 

草 

台 

灣 

檜 

木 

木 

片 

台 

灣 

肖 

楠 

木 

片 

無 

菌 

水 

 

橄 

欖 

油 

米 

酒 

澳 

洲 

茶 

樹 

蒸
餾
法 

精

油 
△   △ △  △ △  △  △ △ 

純

露 
＊   △ ＊ ＊ ＊ 0.1 ＊ 0.2 ＊ △ △ 

油萃法  0.24  0.13 0.15  ＊ 0.35 ＊ 0.2 0.05 0.6 0.6 

酒萃法   ＊ 0.03 ＊  ＊ ＊  ＊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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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

泡

油 

 0.21  0.09 0.1  ＊ 0.3 ＊ 0.2 ＊ 0.6 0.55 

浸

泡

酒 

  ＊ 0.03 ＊  ＊ ＊  ＊  0.3 0.25 

(表中 ╳＝沒有這組數據 △＝無法清楚觀察 ＊＝沒有抑菌效果)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圖九： (7 小時)抑菌圈效果比較橫條圖(研究者繪製) 

表九：7 小時有抑菌效果之紙錠圖 

A 精油組 

A1 無菌水 A2 澳洲茶樹 

a1 白千層 a2 左手香 a3 陰香 a4 檜木 a5 香茅 a6 檜木 

   

B 純露組 

B2 澳洲茶樹(對

照組) 
b5 陰香 b7 香茅 b9 台灣檜木 b10 台灣肖楠 

     

C 油萃組 

C1 橄欖油 

(對照組) 

C2 澳洲茶樹 

(對照組) 
c1 白千層 c3 陰香 

    

0 0.2 0.4 0.6 0.8 1

台灣肖楠

台灣檜木

狼尾草

香茅

陰香

白千層

澳洲茶樹

橄欖油7小時不同植物、萃取方式抑菌圈比

較

酒萃法 油萃法 純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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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香茅 c7 台灣肖楠 c8 台灣檜木 

   

D 酒萃組 

D2 澳洲茶樹 

(對照組) 
d7 台灣肖楠 d8 台灣檜木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五、討論 

 

    (一)相同萃取方式針對不同植物所萃取之精油形式皆有不同 

我們以較易觀察的蒸餾法，進行較粗略的精油萃取率計算，植物精油萃取率之比較 

以澳洲茶樹(1.36)＞香茅(0.86)＞白千層(0.42)＞陰香(0.4)＞檜木(0.2)；因設備不足，較 

難將其他兩種萃取方法所萃取出之精油進行分離後計算其萃取率，未來有相關設備 

時，可再進行更精準的計算。我們也觀察到以蒸餾法所萃取之精油也因植物不同而 

有不同，如大花咸豐草會萃取出咖啡色的油性黏狀物質，而檜木則是橘黃色。 

(二)不同萃取方式 

在蒸餾法，我們是使用精油萃取機，雖然較耗時、清理不便，但所萃出的精油較易 

分離，而浸泡油、浸泡酒製作方式簡單，一次可操作的量較多，但卻難分離，無法 

實際測得純精油量及濃度。 

(三)我們發現不同屬性的植物，需利用不同方式萃取才可能有較佳的萃取效益 

大多數人家中並無精油萃取機，所以多數會使用較簡易的浸泡油及浸泡酒法，網路 

上許多人都說酒的成效會比油好，但不盡然都是對的，由抑菌圈實驗可明顯看出浸 

泡油的抑菌圈較浸泡酒大。 

(四)附屬產物-陰香中的冰片 

利用精油萃取機萃取時，發現陰香精油乾後，產生白色結晶，後來查資料得知那是 

樟科植物內才有的「冰片」，雖然現在許多家業者合成人工冰片，但天然冰片不含 

有異龍腦，對身體無毒副作用，且含有較強殺菌力，防黴防潮，保質期長。 

(五)利用不同的萃取方式，抑菌的效果也有所不同 

我們發現精油萃取機，可萃出濃度較高的精油，抑菌效果最好，處此之外以油萃法 

所萃得的精油，如澳洲茶樹、香茅、檜木、肖楠廢棄木材、陰香也都有抑菌成效； 

酒萃法雖然只浸泡 24 小時，澳洲茶樹、檜木及肖楠仍明顯的抑菌效果。 

(六)推測植物在經過不同萃取方式萃取精油，部分植物有一定的加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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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橄欖油當作油萃法的對照組，發現橄欖油本身就有抑菌的效果，經過熱油 

萃後，陰香、肖楠及檜木的抑菌效果為橄欖油 2.6 及 2.8 倍，明顯的看出植物經過熱 

萃後有加成的抑菌效果，其餘植物浸泡油的抑菌效果並無獲得此加成作用。 

(七)抑菌圈經過 4 小時至 7 小時的變化 

經過 4 小時及 7 小時的觀察可發現許多抑菌圈 7 小時明顯變小，我們推測有可能跟 

抑菌物質的殘留時間有關，未來可將精油進行定量培養來進行觀察。觀察記錄建議 

可以小時為單位進行觀察記錄，以免錯過觀察的時機。 

 

參、結論 

 

相同萃取方式針對不同植物所萃取之精油形式皆有不同，我們以較易觀察的蒸餾法，進

行較粗略的精油萃取率計算，植物精油的萃取率比較以澳洲茶樹＞香茅＞白千層＞陰香＞檜

木，不同萃取方式的方便性有很大差異，對於精油分離也有所不同，其中以蒸餾法算是較易

觀察及分離的方法。 

我們也發現不同屬性的植物，需利用不同方式萃取才可能有較佳的萃取效益或加成效

用，在萃取精油過程中，也觀察到陰香會產生白色的結晶物，我們推測可能是天然中藥材冰

片，未來若有機會進行成分鑑定，確認後也許陰香可以發展出其附加價值。 

台灣檜木、台灣肖楠、陰香、香茅的抑菌效果都比原先設定的對照組茶樹精油高。在純

露中，有抑菌效果的植物依順序排列為台灣肖楠＞香茅＞陰香、台灣檜木＞澳洲茶樹；浸泡

油，有抑菌效果的植物依順序排列為台灣檜木＞台灣肖楠＞陰香＞橄欖油＞香茅＞白千層＞

澳洲茶樹；浸泡酒，有抑菌效果的植物依順序排列為台灣檜木＞台灣肖楠＞澳洲茶樹，可發

現陰香及香茅大多排行第三，此兩種作物算是易繁殖栽種，且生長快速，而我們認為「陰

香」，很有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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