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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靈芝為中國傳統的藥用真菌，主要的生物活性成分為靈芝多醣體及三萜類。藥理研

究證實其具有免疫調節、抗發炎、抗氧化、抗菌及美白等作用。故本研究之目的為研究

靈芝多醣面膜製程和擬定行銷策略。以 500 mL 的水作為萃取溶劑，在 1,000 W 微波加

熱下至少需要 6 min 方接近 100℃，故將固液比在 1:10 以 1,000 W 微波萃取 500 mL 靈

芝固態發酵紅薏仁產物溶液，萃取 10 min 後，離心的多醣萃取液作為面膜的精華液主

配方，以 25 mL 精華液裝於鋁箔袋中，再以 600 MPa 超高壓處理 5-8 min 可使靈芝多醣

面膜達到殺菌效果，此可取代防腐劑的添加、殺菌釜高溫殺菌及放射線處理。靈芝多醣

面膜的行銷策略則透過市場區隔、目標市場、產品定位（STP）行銷策略及結合產品、

定價、通路、促銷（4P）的產品組合，以達到市場區隔，強化中消費者對產品獨特價值，

造成產品獨特的競爭力。     

 

關鍵詞：靈芝多醣、微波萃取、超高壓、面膜、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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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noderma lucidum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fungi, the main bioactive 

compounds are polysaccharides and triterpenoids. The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confirmed 

that it has several effects such as immunomodulatory, anti-inflammatory, antioxidant, 

anti-viral, anti-bacterial, anti-tumor, hypoglycemic, liver protection and skin whitening etc.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study of the pr℃essing and marketing strategy of 

Ganoderma lucidum polysaccharide mask. To use 500 mL of water as the extraction solvent 

and control the microwave power at 1,000 W need at least 6 min heating to reach the boiling 

point. In addition, the solid-liquid ratio was controlled at 1:10, and would obtain 

polysaccharides about 11 mg/mL from Ganoderma lucidum fermented red adlay products by 

10 min 1,000 W microwave extraction. Using 600 MPa treatment 5-8 min would achieve 

sterilization effect, which can replace the addition of preservatives, high temperature 

sterilization and irradiation treatment.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Ganoderma lucidum 

polysaccharide mask is market segment, target market and position (STP) marketing strategy, 

and combitation of product, price, place and promotion (4P) in order to achieve market 

segment, enchance consumer's unique value and cause an unique product competitiveness.  

 

Keywords: Ganoderma lucidum polysaccharides, microwave extraction, high pressure pr℃

essing, mask,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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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以靈芝子實體作為靈芝敷料雖可以加速傷口修復的效果（Su et al, 1997），但靈芝子

實體培養時間較長，至少需 5 個月，原料較貴且需經鹼處理較為複雜。使用靈芝固態發

酵穀物中萃取的多醣（陳與莊，2008），進一步作成靈芝複合多醣的噴劑和靈芝多醣重

組生物敷料皆具有促進傷口癒合的效果，此可能由於其抗氧化和抗發炎的效果。靈芝具

有許多的生理活性物質如: 粗三萜、粗多醣等，其功效為抗發炎、抗氧化、抗腫瘤等。

靈芝多醣生物敷料具有促進糖尿病傷口快速癒合的效果（陳等，2016），可幫助青春痘

患者修復皮膚。靈芝菌絲體乙酸乙酯萃取物對體外酪胺酸酶的有顯著的高抑制率（IC50 = 

118.26 ppm），且靈芝菌絲體乙酸乙酯萃取物（IC50 = 102.27 ppm）可藉由抑制酪胺酸酶

活性和降低 TRP-1 和 TRP-2 蛋白質的基因表達，減少 B16 黑色素瘤細胞所產生的黑色

素（Hsu et al., 2016）。另一方面，薏仁萃取物（250 mg/mL）可抑制 60％ B16 黑色素瘤

細胞內酪胺酸酶活性和減少 30％的黑色素含量；薏仁萃取物（40 mg/mL）可降低酪胺

酸酶、TRP-1 和 TRP-2 的表現程度，故薏仁具有亮白效果（Huang et al., 2014），故將以

薏仁作為靈芝固態發酵基質，以期增加亮白效果。 

以靈芝固態發酵產物之多醣作為原料，則靈芝多醣需經過熱水萃取的步驟，較傳統

的萃取方法有震盪萃取及索氏萃取等，此是透過加熱或攪拌來提升物質溶解度及質量傳

送以達萃取之目的，雖然這些方法設備簡單且操作容易，但所需的萃取時間長、溶劑使

用量大且萃取效率低（Wang et al., 2009）。為考量成本，開發快速及有效節能的萃取方

法是關鍵技術。 

微波是一種電磁波，頻率介於 0.3 GHz和 300 GHz之間，一般家庭用的微波爐為 2450 

MHz，微波萃取則是藉由溶劑或細胞內水分能夠吸收微波後，產生偶極高速轉動而摩擦

生熱的現象，萃取物與溶劑可同時加熱，故微波萃取與傳統方法相比，微波萃取的優點

有快速升溫、縮短萃取時間、萃取效率高、溶劑使用量可較傳統萃取減少 50-90%、成

本較低（劉等，2003；Kaufmann and Christen, 2002; Kwon et al., 2006；Huang and Ning, 

2010），此因微波可直接加熱或混合溶劑，與植物中的腺體或管束中的水直接作用，使

植物組織破裂，造成活性化合物容易釋放於有機溶劑中（Chen et al., 2007; Al-Harahsheh 

and Kingmam, 2004; Beejmohun et al., 2007; Song et al., 2011; Sutivisedsak et al., 2009），故

微波萃取被認為是極具有潛力的萃取方法。 

利用微波熱水快速萃取靈芝固態發酵產物中的靈芝複合多醣，具有量產穩定和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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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先添加於面膜中，但目前面膜的製造中，常會使用防腐劑或用 γ-射線輻射殺菌

以延長保存期限。超高壓處理（100-1,000 MPa）非熱殺菌技術，以破壞微生物的細胞膜

結構，使細胞質流出而死亡，以達到殺菌效果（Naik et al., 2009; Yang et al., 2012），亦

可保有品質。 

林（2011）以專利分析面膜的發展方向，指出以中草藥作為面膜是華人的強項，葉

與林（2012）曾研究過以中草藥作為面膜的美白及抗老化的認知與消費行為調查，都表

示可以發展出特色，今利用靈芝固態發酵技術可降低使用靈芝子實體的成本，再配合微

波萃取靈芝複合多醣和以超高壓殺菌處理面膜，可以生產無菌、無防腐劑的靈芝複合多

醣面膜，可以避免防腐劑的使用及免去輻射殺菌外送的排程手續，並提高產品安全性，

並且針對具有修復、淨白皮膚且無添加防腐劑的靈芝多醣面膜及其相關產品之市場調

查、技轉規畫和行銷布局。 

貳、材料與方法 

一、靈芝固態發酵 

將培養於斜面之靈芝菌絲（Ganoderma lucidum BCRC 36123）取約 1 cm2 面積接種

於 PDA 平板上，於 30℃環境下培養約 7 天。待菌絲佈滿平板後取 3 塊大小約 1 cm2佈

滿菌絲之 PDA 固態培養基於已滅菌、容量約 500 mL、裝有 150 mL 之 PDB 搖瓶中（搖

瓶底部中間設有檔板），並於搖瓶口以裝有 U 型玻璃管之橡皮塞封口，以石蠟膜包覆搖

瓶口，於溫度 30℃轉速 150 rpm 之恆溫培養箱下 7 天進行預活化，作為發酵菌酛。再以

紅薏仁與逆滲透水以 6:4 比例混合後，以 1 kg 分裝於太空包後，採用加壓滅菌釜進行消

毒滅菌，溫度為 121℃、壓力為 1.2 kg/cm2、時間 60 min 滅菌（陳與莊，2008），各別添

加 20 mL 預活化靈芝菌液於已滅菌的基質中，以 30℃恆溫培養箱中培養 2 週。將 1 包 1 

kg 的靈芝固態發酵紅薏仁產物的太空包，置於射頻冷風加熱系統（5 kW，40.68 MHz）

中，控制射頻電極板間距為 11 cm 下加熱 45 s 進行殺菌。然後將靈芝固態發酵紅薏仁產

物倒入具有圓形孔洞的 PP 塑膠籃內（直徑 29 cm ），置於射頻冷風加熱系統中（5 kW，

40.68 MHz，冷風溫度 45℃，流速為 1 m/s，由射頻加熱設備右方吹入），控制射頻電極

板間距為 11 cm 下加熱 8 min 進行乾燥，使其水分含量降至 10%以下。再將乾燥後的靈

芝固態發酵紅薏仁產物進行磨粉待用。 

 

二、微波萃取靈芝固態發酵紅薏仁產物中粗多醣的萃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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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微波加熱溶劑之升溫曲線繪製 

取 500 mL 蒸餾水或 95%乙醇置於 1 L 圓底三角瓶中，分別以不同微波功率（500、

600、700、800、900 和 1,000 W）加熱，並使用紅外線溫度計每 1 min 記錄 1 次溶劑溫

度，直到溫度達恆定，並繪製不同微波功率之升溫曲線，以利於作為後續萃取時間條件

之依據。 

(二) 微波萃取粗多醣 

取 25 或 50 g 樣品置於 1 L 圓底三角瓶中，加入 500 mL 蒸餾水（固液比 1:20 與 1:10）

混合均勻，將微波功率設定在 1,000 W 下，萃取時間 0、5、10 和 15 min，萃取液約在

4000 g 下離心 15 min 後，取上清液備用。 

 

三、多醣定量分析（Doubis et al., 1956） 

取熱水萃取液之上清液 0.3 mL 加入 1.2 mL 95%乙醇混合均勻，以微量離心機離心

11600 g 15 min，去除上清液，重複此步驟兩次，於 60℃乾浴機將乙醇揮發至乾後，加

入 1 mL 1 N NaOH，於 80℃ 乾浴機下回溶。將回溶之多醣液稀釋 200 倍，取 1 mL 稀

釋液加入 1 mL 5%酚溶液及 5 mL 濃硫酸混勻後，靜置反應 10 min 後，立即冰浴 2 min，

以分光光度計在波長 488 nm 下測其吸光值，再將吸光值代入葡萄糖標準曲線迴歸方程

式，以換算粗多醣含量。 

 

四、壓高壓殺菌的靈芝多醣面膜 

利用超高壓（200、400 和 600 MPa）處理內含 25 mL 靈芝多醣萃取精華液的面膜鋁

箔包，並將保壓時間控制在 5、8 和 10 min，完成後，並需驗證生菌數是否達無菌的效

果，決定超高壓的處理條件，進而達到超高壓殺菌效果。 

 

五、統計分析 

    檢驗結果三重複，並以平均值±標準偏差表示，所得之數據使用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SPSS, SPSS INC. 宏德國際軟體諮詢顧問有限公司）14.0 版統計套裝軟

體進行統計分析，以多元全距檢定分析（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以顯著水準為

P =0.05，以較其差異之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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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與討論 

一、靈芝固態發酵紅薏仁產物之複合多醣萃取研究 

微波萃取設備的微波輸出功率是可調控設定，而非採用市售微波爐，藉由開和關以

調控平均微波輸出功率，故不會產生微波輸出功率突然增加而造成的過熱、突沸現象。

由圖 1 可知，以不同微波功率 500、600、700、800、900 和 1,000 W 加熱 500 mL 的水，

分別約在 15、11、9、8、7 和 6 min 可達到約 95℃，由此可見較高的微波輸出功率可

以很快地在 6 min 內達到恒定溫度。為了縮短整體萃取時間，故將微波輸出功率設定

在 1,000 W 進行萃取。而陳與陳（2013）使用微波功率 500 W 只加熱 50 mL 的水，其溫

度只需 3 min 即達到約 95℃。由此可得知當加熱水量提高至 10 倍時，需要增加 2 倍功

率及時間才可使水達到沸點溫度。 

圖 2 為探討在 1,000 W 微波輸出功率下，不同萃取時間（5、10 及 15 min）對固液

比控制在 1:10 與 1:20 時，微波萃取 500 mL 靈芝固態發酵紅薏仁產物的多醣含量，結果

顯示萃取初期隨著時間增加醣濃度也會增加，直到 10 min 達到平衡，故以固液比 1:10

和 1:20 在微波功率 1,000 W 萃取 10 min，萃取液中的粗多醣濃度分別為 12 和 6 mg/mL，

此時靈芝固態發酵紅薏仁產物多醣含量達到 40%，雖然加熱後的萃取液會使得固液比

1:10 較 1:20 黏稠，不過考慮減少萃取溶劑的用量及量產，故建議選用固液比為 1:10 的

溶液 500 mL 微波萃取 10 min 較為合適。 

陳與陳（2013）取 2.5 g 茯苓固態發酵產物加入 50 mL 的蒸餾水，且固液比為 1:20

時，進行微波功率 300 W 萃取 5 min 的效果與本研究取用 25 g 靈芝固態發酵紅薏仁產物

加入 500 mL 的蒸餾水（固液比為 1:20），進行 1,000 W 萃取 10 min 即達最佳萃取效果。

雖然固液比相同但萃取時間卻增加，主要的原因在於整體的水量增加，故需較長的時間

才可達到相同萃取效果，故也可得知此更適合快速大量萃取多醣。 

Thirugnanasambandham 等（2015）在微波萃取桑葉多醣的研究中，在 150 W 微波

功率下，萃取 15 g 的樣品 10 min 可得到 9.22%的桑葉多醣。另外使真空微波預處理靈

芝多醣的研究中，可知樣品浸漬 60 min 後，微波功率密度在 11.2 W/g 及微波萃取時間

180 s 可得到 1.77%的靈芝多醣（Song et al., 2015），此皆顯示微波萃取可快速加熱且大

量萃取多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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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不同微波功率之 500 mL 水的升溫曲線。 
Fig. 1. Temperature time history of 500 mL water during microwave with different power 

heating. Data are expressed as mean ± S.D. (n=3). 
 

 
圖 2. 不同萃取時間對固液比 1:10 與 1:20 微波萃取靈芝固態發酵紅薏仁產物多醣含量之

影響。 
Fig. 2. The effects of polysaccharides content in the Ganoderma lucidum fermented red adlay 

product at different extraction time and solid liquid ratio 1:10 and 1:20. Data are 
expressed as mean ± S.D. (n=3). a-c Means in the different time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 in the same solid liquid ratio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二、靈芝萃取液面膜殺菌之研究 

圖 3 探討在 200-600 MPa 超高壓下，不同保壓時間對於靈芝多醣面膜之殺菌效果，

由圖所示，可知未處理之組別於視野內可觀察到於面膜布外緣出現白色菌落生長之情

形，且在 200 MPa 和 400 MPa 下，雖然保壓時間已達 10 min，但仍無法達到有效的

殺菌效果，然而將壓力提高至 600 MPa 可發現超高壓保壓後 5 min 與 8 min 之組別，

於視野內皆未觀察到任何菌落生長，故經超高壓殺菌後之靈芝面膜，不須額外添加防腐

劑，即可儲藏。綜合以上結果，可知靈芝多醣面膜在超高壓的壓力為 600 MPa 時，保



以微波萃取及超高壓殺菌技術開發具有市場特色之靈芝多醣面膜 

20 
 

壓 5 min 即具有殺菌效果。 

Uckoo 等人（2013）比較高壓加工（400 MPa，保壓時間 3 min）及熱加工（85℃， 

45 s）對於葡萄柚汁生菌數、酵母菌及黴菌數之影響，結果顯示控制組中的生菌數、酵

母菌及黴菌之初始菌數皆為 2 log CFU/mL，經過高壓加工和熱加工後的菌數皆低於 1 log 

CFU/mL，表示高壓加工與熱加工去有同樣的殺菌效果。另有研究指出，使用超高壓 450 

MPa，保壓 10 min 可使碎肌肉中的沙門氏菌數從 8 log CFU/mL 降低至 3 log CFU/mL 甚

至在 550 MPa 保壓 10-15 min 可降低至 1 log CFU/mL 以下(低於檢測極限)（Sheen et al., 

2015）。故超高壓殺菌的效果，和初始的菌量，超高壓的壓力力和保壓時間都有關係。 

 
圖 3. 200-600 MPa 超高壓下不同保壓時間對於靈芝面膜之殺菌效果。 
Fig. 3. Effect of different high pressure processing time on the sterilization of the Ganoderma 

lucidum mask at 200-600 MPa high pressure processing. 
 
一、靈芝多醣面膜行銷企畫 

過去皮膚保養品被大眾視為奢侈品，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國民生活水準的提升，

皮膚保養品市場的消費趨勢逐漸轉變，且隨著防止老化的觀念逐漸普及，使用皮膚保養

品的年齡層逐漸降低，使年輕消費群體的產品需求逐漸增加。2015 年全球皮膚保養品市

場為 1,150 億美元，預估 2020 年全球皮膚保養品市場規模將可達到 1,470 億美元，

2015-2020 年之年複合成長率為 5.0%，全球皮膚保養品市場穩定成長。依據台灣經濟研

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推估預測，2015 年國內皮膚保養品市場為新台幣 509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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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 2020 年市場規模將可達到 574 億元（劉，2016）。 

在本靈芝面膜中主要來自靈芝固態發酵紅薏仁產物水萃液，並無添加任何防腐劑、

抗菌劑及美白成分，更無添加化粧品中禁止使用之成分，由於使用超高壓冷殺菌技術達

到殺菌效果，故符合化妝品中微生物容許量標準，故靈芝多醣面膜完全符合化妝品相關

法規之要求。 

在市售靈芝面膜的市場分析（表 1），目前的產品名稱有檜木靈芝面膜、漢方靈芝珍

淬帝寶面膜、靈芝面膜和靈芝青春潤澤面膜，而本次設計的產品主要以靈芝多醣萃取液

所製備的靈芝多醣面膜，由於原料來自靈芝紅薏仁微波萃取液，故兼具抗氧化、抗發炎、

加速皮膚修復及亮白效果，而非只有肌膚保水和補水的功能，並改用超高壓殺菌，此屬

於非熱殺菌製程對滋養液的成分不會造成化學鍵的破壞，如此可保有面膜產品的品質和

安全性，亦為台灣美妝產品首創，不用添加酒精或防腐劑，消費者不必擔心過敏或傷身

等問題，並配合已提出的發明專利的申請，極具有市場發展的潛力。 

表 1. 市售靈芝面膜產品之調查 
Table 1. The survey of commercial Ganoderma lucidum mask products 

品牌 

禾康園 N1 公司 三才靈芝 秀麗韓公司 本產品 
     

產品名 
萃美檜木靈

芝面膜 
漢方靈芝珍淬帝

寶面膜 
靈芝面膜 

靈芝青春潤澤面

膜 
靈芝多醣面

膜 

機能性成份 

保存劑、靈芝

萃取、小黃

瓜、蘆薈、

Evermattm、玻

尿酸 

紅景天、珍淬靈

芝 

靈芝精粹精華、

葡萄子萃取精

華、蘆薈萃取精

華、天然寡醣萃

取精華、玻尿酸 

靈芝萃取、保濕

成分 

靈芝紅薏仁

多醣萃取精

華液、保濕成

分 

功效訴求 

肌膚的飽水

度、光滑緊實

細緻、無暇亮

麗有彈性 

肌膚保水和補水  肌膚保水和補水  肌膚保水和補水  
抗氧化和抗

發炎效果的

面膜 

專利技術  -- -- -- -- 
微波快速萃

取、超高壓殺

菌 

定價 66 元/片 58 元/片 120 元/片 60 元/片 60 元/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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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銷策略規劃方面，宏碁電腦創辦人施振榮先生提出的微笑曲線理論說明了，一

個產品的獲利率最高的部份必定落於研發及行銷，本研究結合了生物技術的研發成果及

行銷理論的實務應用，創造出校園品牌的漢方靈芝面膜。校園品牌的商品在台灣向來有

著良好的信譽及口碑，例如：東海大學的牛乳，屏東科技大學的醬油等。在民眾的心中，

向來認為大學是非營利事業，為社會創造價值及福利，不會以沒良心的方式製作黒心產

品，有著最新的技術及研發能力， 因此靈芝面膜符合社會的認知形象，故不必有太高

的強度去轉化消費者心中的認知，唯有深化品質，強化研發，捉準定位，才能掌握微笑

曲線的兩端，取得最高的價值，在高度競爭的面膜市場中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故在靈芝多醣面膜的行銷策略上，採市場區隔、目標市場及產品定位三方面分析，

在市場區隔方面，以消費者之特定屬性作為區隔變數，區隔成不同族群之分眾市場。企

業可依此分眾市場找到適合企業提供之商品的消費市場，即有助於企業找出銷售產品的

目標市場。故所開發的靈芝多醣面膜產品，以人口統計變數及對「有青春痘或需疤痕修

復，喜歡無添加防腐劑或皮膚敏感者」之需求特性，將市場區隔為可分為 15-25 歲、25-35

歲及 35 歲以上三種市場。 

在目標市場方面，經過消費者試用及市場評估後，以 15-35 年齡層且有青春痘、因

去角質或使用洗臉機而造成皮膚細微刮傷者，會以本研究所開發出之靈芝多醣面膜產品

在此區隔能較具有吸引力。根據本研究調查資料顯示，區隔 1 的消費族群常有青春痘的

困擾，本產品含有靈芝多醣有助於傷口的修復（陳等，2016），另外使用超高壓的殺菌

方式，解除了年輕族群皮膚敏感的疑慮，且配合消費者的需求，未來可開發出茶樹精油

調合之靈芝多醣面膜。區隔 2 屬於較不會因皮膚代謝問題長青春痘，但此區隔族群通常

更注重保養，不喜歡防腐劑或酒精成份，時常有更用去角質產品或超音波洗臉機，容易

因過度去角質而產生皮膚修復之需求。綜合以上的分析，最後決定以 15 至 35 歲，有皮

膚修復需求、不喜歡防腐劑或酒精成份，喜愛天然、漢方、高科技面膜的族群作為目標

市場。 

在產品定位方面，要在目標客群心目中佔有一獨特的價值及義意，創造消費者主觀

的差異性，成為獨特的競爭優勢，故本靈芝多醣面膜產品強調以大學最新研發成果呈

現、良心無害且是非營利事業之產品，有較好的社會形象，即是本產品市場之競爭優勢。

確認商品定位後，透過網路行銷戰術，建立電子口碑（eWOM, e-Word of Mouth），以常

用的社群媒體討論、分享，將此定位深化於目標客群的心中。後續，也可將靈芝多醣面

膜產品銷售於校園中的員生福利社及校園致贈貴賓禮，提高產品的能見度及使用者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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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提升再回饋於社群媒體之中。 

最後探討兩種靈芝面膜產品的行銷的 4P 組合，即是產品（product）、定價（price）、

通路（place）和促銷（promotion），就開發產品而言，產品 1 為靈芝茶樹修護面膜，目

標客群為 15-25 歲，區隔 1，產品 2 為靈芝玫瑰美白修護面膜，目標客群為 25-35 歲，

區隔 2。就定價而言，產品 1 的定價 59 元，產品 2 的定價 99 元。就靈芝面膜的通路（place）

而言，可就校園福利社、校園販賣機、宜大校園創業 e 平台行銷。 

肆、結論 

在靈芝多醣的萃取方面，以 500 mL 的水作為萃取溶劑，控制微波功率在 500-1000 W

需要 15-6 min 加熱下達到沸點；另外分別秤取 50 和 25 g 的靈芝固態發酵薏仁，將固液

比分別控制在 1:10 與 1:20，以 1000 W 微波萃取 10 min 後即可達到萃取靈芝多醣的效

果，為考慮未來量產操作，故建議固液比為 1:10 較為合適作為面膜精華液的原料。在非

熱超高壓處理靈芝多醣面膜殺菌的部分，以 600 MPa 超高壓處理 5-8 min 可使靈芝多醣

面膜達到殺菌效果，此可取代防腐劑的添加、殺菌釜高溫殺菌及放射線處理。靈芝多醣

面膜的行銷策略則透過市場區隔、目標市場、產品定位（STP）行銷策略，決定以 15

至 35 歲，有皮膚修復需求、不喜歡防腐劑或酒精成份，喜愛天然、漢方、高科技面膜

的族群作為目標市場。再結合產品、定價、通路、促銷（4P）的產品組合，強化消費者

對產品獨特價值，使產品擁有獨特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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