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目名稱： 平凡無奇的抑菌小尖兵 

一、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常見的飲品原料如綠茶、蜂蜜、檸檬對口腔內細菌的抑菌效果比較。利用

液態培養基進行各個實驗樣品的試驗，並以分光光度儀測量各個樣品的吸光值數據，發現

抑菌效果強弱為：市售漱口水＞2%氯己定溶液＞檸檬＞綠茶＞蜂蜜，與假設符合。也利

用固態培養基培養於口腔採集的細菌，並進行格蘭氏染色，實驗結果為格蘭氏陰性菌。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現代飲食與過去相差甚多，許多新型多元的餐廳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使得人們的飲食習

慣改變，飲料也幾乎是餐餐必備，市面上常見的飲料有手搖飲，較健康的有茶類。但這種

飲食習慣卻也讓人們的口腔變得不健康，若沒有適當的清潔口腔便容易導致蛀牙、牙周病

等口腔疾病。因此我們想要探討食物成分與口腔內細菌的關係。透過查詢專業論文，我們

發現，食材如蜂蜜、檸檬、薄荷、蔓越莓等，以及無糖飲料如綠茶、紅茶、咖啡等對口腔

有抑菌效果。 

從古代藥典到與現代醫學的接軌；從預防保健到臨床醫療上運用，天然藥物的研究如雨後

春筍般在世界各研究單位發表，天然抗生素在醫學治療上，經過一連串的臨床試驗與嚴格

規範控管製程，已有許多在市面上流通，包括大蒜、薑黃、香草科植物、醋、蜂蜜等，而

在這次研究中，我們希望進一步連結生活與天然抑菌劑，從已經成為飲食習慣的「喝飲

料」下手，比對飲品原料對口腔內細菌的抑菌效果。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探討常見的飲品原料如綠茶、蜂蜜、檸檬對口腔內細菌的抑菌效果比較。 

1. 綠茶、檸檬、蜂蜜有抑菌效果。

2. 抑菌效果：市售漱口水＞氯己定漱口水＞天然成分漱口水。

3. 含有化學成分漱口水的抑菌作用時長較天然成分久。

4. 口腔內的細菌大多為格蘭氏陽性菌（推測為口腔鏈球菌，口腔中數量最多的細

菌）。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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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前置作業：配置固態及液態 LB 培養基 

 液態培養基：不同樣品對口腔細菌的抑菌效果。 

 固態培養基：培養於口腔中採集的細菌。 

1.實驗步驟 

配置 100ml 的液態或固態培養基，材料如下表一。 

蒸餾水 
蛋白腖 酵母萃取物 氯化鈉 洋菜(固態用) 

100ml  1g 0.5g 1g   2g 

（1） 將所有材料加入蒸餾水中並攪拌均勻。 

（2） 滅菌 121°C 1.2kg/cm²  20 分鐘。 

（3） 放入水中待冷卻至 40～50°C 放入無菌操作台。 

（4） 分裝到試管及塑膠培養皿，每管 10ml。 

（5） 開 UV 燈殺菌 30 分鐘。 

（6） 寫上日期與名稱，儲存於冰箱。 

2.實驗結果 

第一次： 失敗，因放入高溫釜滅菌時忘記加水，導致培養基放置時間過長而沉澱。 

第二次：如下圖一，實驗結果為成功。 

 

二、比較市售漱口水、2%氯己定溶液、綠茶、蜂蜜及稀釋檸檬原汁的抑菌效果 

1.實驗步驟 

      （1）配置溶液 

（表一）配置 100ml 固態及液態 LB 培養基所需材料 

（圖一）配置固態及液態的 LB 培養基 



溶液分別為：2％氯己定溶液、綠茶、稀釋檸檬原汁、蜂蜜水、和市售漱口水。稀

釋檸檬原汁、蜂蜜水是以我們日常的酸、甜度作為濃度標準。綠茶則是使用茶包，

並用熱水泡 3 分鐘。將溶液放置於燒杯中，並用鋁箔紙蓋住，靜置 10 分鐘，讓裡

面的雜質慢慢沈澱，也防止細菌掉入汙染溶液。如圖三。 

（2） 取出歸零數據做為後續測定的基準值 

為確保實驗的準確性，我們在未加入細菌前先從各個培養基（共五個）內取出 2 ml

的培養基分別放入不同的石英管內，作為後續測定的基準值。如圖四。 

       

（圖三）配置實驗樣品                          （圖四）進行吸光值測量 

（3） 加入口腔細菌 

我們利用無菌棉花棒採取口腔內的細菌。先在口腔內刮三下，再放入液態培養基內

並轉兩圈，以確保培養基中的細菌濃度沒有明顯誤差，放置 20 分鐘待細菌分裂。 

（4） 利用分光光度儀測量吸光值 

待 20 分鐘後細菌分裂，使用微量滴管從各個培養基中取出 2 ml 的樣品放入不同石

英管內。將分光光度儀的的波長設定至可見光波段（600nm），把先前取出的歸零

培養基放入儀器裡作為基準值，再把裝有分裂後細菌的石英管放入儀器中測量吸光

值。吸光值越高，表示樣品內細菌濃度越高。如圖六。 

（5） 加入抑菌溶液 

將 2ml 的抑菌溶液分別加入培養基中，並均勻搖晃。 

（6） 利用分光光度儀測量吸光值。 

如步驟四。共測量 4 次吸光值，每次測量相隔 20 分鐘待細菌分裂增殖。 

2.實驗結果 

如下表二： 



（1） 市售漱口水的數據資料在 40～60 分鐘間有明顯的下降，顯示其具有良好的殺菌效

果。 

（2） 2%氯己定溶液的數據在 40～60 分鐘間與市售漱口水一樣具有殺菌效果，但在 80

分鐘時有小幅度的上升，可推測其殺菌效果的維持的時長較市售漱口水低，但仍有抑

菌效果。 

（3） 檸檬、綠茶、蜂蜜在數據上皆維持在穩定的狀態，可推知他們雖沒有殺菌效果卻有 

良好的抑菌效果。 

                                                 （表二）各個樣品的吸光值數據 

 市售漱口水 2%氯己定溶液 檸檬 綠茶 蜂蜜 

20 分鐘 

（加抑菌劑前） 

0.455 0.012 0.004 0.192 0.042 

40 分鐘 

（加抑菌劑後） 

0.472 0.448 0.034 0.093 0.037 

60 分鐘 0.138 0.017 0.031 0.093 0.010 

80 分鐘 0.006 0.111 0.051 0.101 0.078 

三、實驗二：製作口腔細菌塗盤 

1.實驗步驟 

（1） 將先前配置好的固態培養基放入無菌操作台內。 

（2） 利用無菌棉花棒在口中刮取細菌。 

（3） 用沾有細菌的棉花棒以之字形在培養基上塗抹。 

（4） 使用封條密封培養基，並放置在陰涼處讓細菌生長。 

 

2.實驗結果 

如下表三，有黃色菌落沿之字型生長。 

可觀察到有黴菌汙染。 

 

            （表三）口腔細菌塗盤培養成果 



塗盤前 培養一週 培養兩週 

   

 

四、實驗三：以格蘭氏染色法確認所培養的細菌是否為假設的格蘭氏陽性菌 

1.實驗步驟 

（1） 拭淨載玻片，並以無菌操作。 

（2） 用棉花棒沾取固態培養基中的口腔細菌並塗抹至載玻片上。於空氣中乾燥，

固定後備用。 

（3） 將標本覆以結晶紫，靜置 1 分鐘，再以蒸餾水清洗。 

（4） 覆以格蘭氏碘液媒染劑，靜置 1 分鐘，再以蒸餾水清洗。 

（5） 以 95%乙醇脫色，勿脫色過度，逐滴滴下，至發現結晶紫未自塗抹中釋出為

度，再以蒸餾水清洗。 

（6） 以番紅複染 45 秒。 

（7） 以蒸餾水清洗。 

（8） 以吸水紙吸乾，並用油鏡觀察。 

2.實驗結果 

染色結果呈現紅色，為格蘭氏陰性菌，如右圖五。 

此實驗結果與先前假設不符，我們推論可能原因如下： 

1. 採集的細菌不是 24 小時內培養的細菌，導致菌齡老化而使原應為格蘭氏陽性菌的

細菌失去保留初染之能力，而呈現紅色的染色結果。 

2. 所採集的細菌為格蘭氏陰性菌。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圖五）格蘭氏染色結果 



一、 結論 

1. 市售漱口水及 2%氯己定溶液的抑菌效果最佳，可在短時間內殺死大量細菌並維持抑菌

效果。 

2. 天然成分中，綠茶的抑菌效果為三者中最佳，其次為檸檬，最後是蜂蜜。 

 但我們的實驗結果仍和我們的假設有些許落差： 

1. 同為 20 分鐘時，市售漱口水的細菌濃度卻遠高於其他樣品。 

2. 2％氯己定溶液在加入抑菌溶液後 20 分鐘的效果並不顯著。 

3. 可能原因為時間管控不當，因為我們需要和其他組共用分光光度儀，有時無法掌控在預

定時間內進行測量。 

二、生活應用： 

        根據實驗結果，綠茶、檸檬和蜂蜜都有抑菌效果，可讓口腔保持在較乾淨健康的環

境，因此下次在購買飲料時，不妨選擇無糖的綠茶，或是含少量蜂蜜或檸檬的飲料，如此

一來，既可滿足喝飲料的需求，又不會對口腔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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