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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自評 

分項計畫名稱 導入師徒制精神，深耕學生職場競爭力 

工作編號 B-1-2-11 工作名稱 結合企業實習推展主題式專題研究 

人員參與情形 

校內同仁：    1   人 校外同仁：4      人 

校內學生：    10   人 校外學生：      人 

其他(職員)：      人 總計參與人數 共___15_____人 

執行成果 

預定成效 

質化 結合產業實務研究，培養學生專題技巧 

量化 完成兩件以上主題式專題研究報告 

實際成果 

質化. 

訓練學生實務專題能力、實驗操作技巧及報告撰寫能力。並於

2013年生物醫學聯合學術研討會發表專題有『台灣欒樹萃取物

抗氧化及美白功效評估』，2013彰雲嘉聯盟暨學術研討會發表專

題有『蘭花萃取物抗氧化活性』 

量化 

共計有 10位學生參與專題訓練，並有

3位學生完成研討會論文發表，共計

兩篇主題式專題研究報告 

□超越目標______%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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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企劃書 

(一) 工作項目基本資料： 

工作編號 B-1-2-11 預訂完成日期 102/10/31 

工作名稱 結合企業實習推展主題式專題研究 

負責人姓名 蔡佳芳 校內分機/手機 8261/ 

E_MAIL tsaicf@twu.edu.tw 

 

（二）工作內容描述： 

1.現況或需求分析： 

(1) 本系教學培育目標主要為培育健康科技產業技術實務人才，職涯進

路規劃學生的發展方向有精緻農業和健康產業，進而結合農業生技與生

技醫藥的研究發展，以提供本系學生扎實的學習進路，以期能契合產業

相關需求。 

(2)健康產業導向發展目標是生技發展的潮流，加上政府提倡預防保健的

觀念，促進健康保健產業的蓬勃發展，因此我們將著重於生技化妝品原

料開發與植物萃取新產品開發，並著力於檢驗分析技術及安全性與功效

性評估模式技術的訓練與精熟。 

2.辦理單位：生物技術系 

3.活動地點：光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麗澤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環球科技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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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預計參加人數：5人 

5.活動時間：102年03月01日至102年10月31日 

6.活動時程及任務分配表 

預定完成日期 任務名稱 責任者 備註 

102/10/31 杜莎藻對肝細胞氧化性損傷的保

護機制 

蔡佳芳  

102/10/31 玉蘭花萃取物美白及抗氧化功效

評估 

蔡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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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內容 

(一) 活動與系所辦學特色關聯表 

活動名稱 結合企業實習推展主題式專題研究 

承辦單位 生物技術系 辦理時間 102/03/01-102/10/31 

活動重點 

(請簡述活動內

容及重點) 

藉由結合產業專長，輔導學生進行專題研究，本次專題研究合作企業有麗

澤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光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麗澤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主要著重於金線蓮栽培、化妝品產品開發及生技飲品，該公司於 2012

年聘請本系蔡佳芳老師擔任顧問，並於 2013 年進行產學合作，希望能透過

學術單位開發新天然物成為化妝品的原料。光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雲

林縣斗六工業區內，是台灣早期從事藻類培養的專家，該公司在綠藻及杜

莎藻培養的技術非常好，藻類品質佳，並進一步作成保健食品，本次專題

之一就是利用富含類胡蘿蔔素的杜莎藻進行延緩肝癌細胞生長的材料。 

生技系學生均需於三年級進行專題實務，因此學生從二年級就參與實驗，

學習基礎實驗技巧，從天然物萃取、抗氧化分析，細胞培養到動物實驗操

作，經過半年的訓練，並邀請企業專家、學者等進行理論與實物教學，培

養學生專題精進的技巧與報告撰寫的能力，並於年度研討會進行發表，進

而將實驗數據投稿發表。 

系所發展特色 

(請依據貴單位

中長程發展計畫

或核心本位課程

計畫書規劃內容

說明) 

本校位於雲林縣，發展基礎與前景都與雲林縣直接相關，雲林縣是以

農業為主的大縣，本系為配合政府六大新興產業政策，加上本校附近農業

試驗所花卉中心的優質人力與研發資源，採「精緻農業(農業生技)」為發展

基礎，進而發展「健康產業(醫藥生技)」領域。 

本系教學的培育目標為「培育健康科技產業技術實務人才」，學生必須

具備之「專業核心能力」，以「製造技術模組、品保技術模組」為訓練基礎，

發展「精緻農業」與「健康產業」二大類的學生職涯進路，讓學生清晰明

瞭所學知識與技術種類；同時，以「產業需求」的技職教育特色，本系將

學士班「精緻農業」結合碩士班「農業生技」的研究開發，將學士班「健

康產業」結合碩士班「生技醫藥」的研究發展，提供為本系學生初階與進

階的學習徑路。 

關聯度 ■高度關聯      □中度關聯        □低度關聯 

填表人 蔡佳芳 單位主管 徐菱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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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生名單 

年級 學號 姓名 

生技所二甲 100751106 許玉蓮 

生技所二甲 100751107 王信生 

生技四甲 99451131 黃子軒 

生技三甲 100451131 丁妙玲 

生技三甲 100451139 吳佳螢 

生技三甲 100451104 王理偉 

生技三甲 100451119 邱桂森 

生技三甲 100451129 顏洋濱 

生技三甲 100451142 黃敬荃 

生技三甲 100451155 張家威 

 

(二)課程資料 

1.杜莎藻簡介 

杜莎藻（Dunaliella）為帶有兩條鞭毛的單一細胞綠藻，由 Teodoresco於 1905年提出並以

首先發表此藻類的 Dunal（1837年）來命名。杜莎藻在分類學上歸類於綠藻綱、綠藻門、杜

氏藻屬；其中以 D. salina 和 D. tertiolecta品種最被為廣泛研究，又 D. salina 可以累積大量

的類胡蘿蔔素於藻體內，深具經濟價值，是最早被提出可做為 β - 胡蘿蔔素商業量產的來源

（Massyuk，1966年）。 

杜莎藻細胞表面沒有纖維素構成的細胞壁，而是一層薄而復有彈性的細胞膜，因而細胞的形

狀和大小常常隨著週遭環境，尤其是滲透壓的變化而有不同的形狀，呈球形、卵圓形、橢圓

形、葫蘆形、紡錘形等多種形狀，直徑只有十幾個微米。細胞內部有一個大的杯狀葉綠體。

藻體一般為綠色，但在高溫、高光照和養分缺乏的情形下，葉綠體的外緣和類囊體片層間會

累積大量富含類胡蘿蔔素的中性脂質小體，使藻體變成黃色、橙色或紅色。 

杜莎藻有著很大的適應性，不僅在高鹽度日曬場的蒸發池和結晶池中有分布，在鹹水湖、海

水或是淡水環境都有分布。杜莎藻是一種光能轉化率高、生長繁殖快速的單細胞綠藻，其綠

藻內存在的初級或次級代謝產物，不但結構特殊，而且具有多種生理活性。自 20世紀的 60~70

年代，人們就開始採用生物技術萃取藻體中的生物活性物質，製造保健食品。目前有以色列、

澳洲、日本以及台灣光璧在杜莎藻研發上均有成效。在自然界環境， D. salina 生存在鹽水

湖泊或鹽水環境中；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所培養的杜莎藻會與其他大量的海水浮游生物同時

存在，因此無法生產出單一純淨的杜莎藻體產品。其中光璧企業量產的杜莎藻是經由專業人

員的選種、純化和單一菌種高純度培養條件下，再經過嚴格的品管流程所生產的產品，使杜

莎藻可在藻體內累積高達 6％以上的類胡蘿蔔素，其中包括 β-胡蘿蔔素、α-胡蘿蔔素、葉黃

素及玉米黃素等多種天然胡蘿蔔素；β-胡蘿蔔素含量可高達每 100公克含有 7660mg，相當

於紅蘿蔔含量的 500倍，而這是自然野放環境以及人工合成無法提供的胡蘿蔔素品質。胡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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蔔素是抗氧化劑的傑出代表，可以抑制氧自由基與正常細胞的結合，避免正常細胞被傷害；

胡蘿蔔素是維生素 A的前驅物，能通過轉化為維生素 A發揮更多的作用。目前全世界 β-胡

蘿蔔素每年的總產量在 600公噸以上，並以每年一至二成的增加率持續成長。β-胡蘿蔔素擁

有與維生素 A相同的效用，但不同的是維生素 A攝取過量會造成中毒現象。杜莎藻比胡蘿蔔

提供更多的天然胡蘿蔔素，所含的胡蘿蔔素具有含量高、種類多、結構優良、容易吸收等優

點。 

 

以下簡述 β-胡蘿蔔素的保健作用 

β-胡蘿蔔素首次被發現是在西元一八三 O年，當時研究人員從胡蘿蔔中分離出一種黃色色

素，將其命名為 β-胡蘿蔔素；但直到西元一八四九年，科學家才將進入人體體內的 β-胡蘿蔔

素如何轉換成維生素 A的機制確定，也釐清 β-胡蘿蔔素不等於維生素 A，而是可以轉換成維

生素 A的前驅物。β-胡蘿蔔素富存於胡蘿蔔、菠菜、南瓜等黃綠色蔬菜中；β-胡蘿蔔素可以

在體內轉化成維生素 A，以維生素 A的前驅物進行作用及抗氧化等作用。 

一、β-胡蘿蔔素是抗氧化劑的傑出代表 

胡蘿蔔素被稱為氧化防護劑，其基本作用是清除氧自由基，即抗氧化作用。胡蘿蔔素抗氧化

作用的原理是胡蘿蔔素本身與氧自由基結合，抑制氧自由基與正常細胞的結合，避免正常細

胞被氧化傷害，在防止正常細胞癌變和降低動脈硬化等疾病的發病率也發揮重要作用。 

二、β-胡蘿蔔素的多種作用 

1. 防治心血管疾病 

血液中的有害膽固醇含量越高時，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機率也越大。滯留在人體細胞壁的脂

肪，只有在與氧元素反應後，才變成有害的膽固醇。β-胡蘿蔔素是優秀的氧化防護劑，能有

效的阻止脂肪氧化為有害膽固醇，進而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2. 抑制腫瘤 

β-胡蘿蔔素在防治腫瘤上，尤其對食道癌、肺癌、淋巴癌、子宮頸癌等多種癌症有明顯的療

效，人體攝入 β-胡蘿蔔素的多寡也影響著癌症的發病率。日本京都府醫科大學的西野輔翼教

授領導的研究團隊，多年來致力於 β-胡蘿蔔素的臨床試驗，該研究利用 α-胡蘿蔔素、β-胡蘿

蔔素、蕃茄紅素、α-維生素 E、綠茶萃取物等類胡蘿蔔素複合製劑，以 186位實驗對象進行

四年投予與無投予差異性的追蹤調查，結果顯示從實驗後的第三年起癌症累積發生率的差別

已經擴大；到第四年差別已經達到投予組的癌症發生率是沒有投予的三分之ㄧ。在第六十三

回日本癌症學會上日健總本社，田中紀念研究所報告了使用從微細藻類萃取的多醣體及天然

β-胡蘿蔔素進行動物實驗，證實對惡性腫瘤的細胞增生有抑制作用；同一實驗也指出 β-胡蘿

蔔素對大腸腫瘤及胃癌的發生有抑制作用。β-胡蘿蔔素抗癌機制尚未確定，有可能的機制有

三，一是 β-胡蘿蔔素轉化為維生素 A，二是 β-胡蘿蔔素本身或其代謝產物具有維生素 A同樣

的作用，三是 β-胡蘿蔔素充當了氧自由基的消滅劑。 

3. 提高人體免疫力 

動物實驗證實杜莎藻能顯著提高人體免疫力，其作用與其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功能有關，

即通過保護巨噬細胞的細胞膜受體，使之不受氧化，提高巨噬細胞對抗原的識別能力。免疫

學研究證實腫瘤患者的免疫監視功能和自然殺手細胞活性均顯著低於正常人，一些抗腫瘤藥



  

8 

物在抗腫瘤的同時，也抑制了患者本身的免疫力，杜莎藻胡蘿蔔素能增強人體的免疫力，可

用於腫瘤的預防和輔助治療。 

4. 抑制酒精性肝臟疾病 

有研究顯示 β-胡蘿蔔素具有抑制酒精性肝臟疾病的功效，科學家針對平時不得不應酬喝酒的

人進行實驗，結果發現讓這群人在「拼酒」前吃深色蔬菜、喝胡蘿蔔汁，可以降低酒精性脂

肪肝發生的風險。也有文獻指出長期或過量攝取酒精的人，肝臟中維生素 A及 β-胡蘿蔔素的

含量會降低，且降低程度和酒精攝取量有相關，而低維生素 A及 β-胡蘿蔔素可能是加速脂肪

肝生發的原因之ㄧ。β-胡蘿蔔素確實能減少細胞內膽固醇的生成量，加上其具有抗氧化能力，

研究人員透過動物實驗和人體試驗證實，β-胡蘿蔔素能改善飲酒過量的老鼠和人體的酒精性

脂肪肝。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系在 2003年曾經進行動物實驗，將老鼠分成控制組、酒精組及 β-胡

蘿蔔素添加酒精組，每組八支餵養，十週後犧牲，結果發現 β-胡蘿蔔素添加酒精組的肝臟重

量，比酒精組少了 16％，而比較肝臟中的脂肪含量，酒精組比不沾酒的控制組，其膽固醇及

三酸甘油脂分別增加了 73％、33％，也比 β-胡蘿蔔素添加酒精組分別多了 38％、20％。這

三組老鼠肝臟中 β-胡蘿蔔素及維生素 A濃度，β-胡蘿蔔素添加酒精組，在肝臟中可偵測到 β-

胡蘿蔔素的存在，且該組肝臟中的維生素 A含量，也比另兩組顯著增加。因此老鼠於長期補

充 β-胡蘿蔔素後，仍可完整將 β-胡蘿蔔素吸收，和腸道中轉化成的維生素 A，一同儲存於肝

臟中，而補充 β-胡蘿蔔素後，也降低酒精對肝臟細胞的傷害。 

5. 改善人體視覺功能 

人眼睛看到圖像的過程是由物體先在眼睛的視網膜上成像，再轉化為神經衝動傳入大腦。這

個過程需要一種光敏感物質，即視紫紅質。長時間注視電視、電腦螢幕，容易造成視紫紅質

的大量消耗，導致視力下降，要恢復視力必須使視紫紅質恢復正常量。由於視紫紅質由維生

素 A和視力蛋白組成，血液中的維生素 A充足時，能參與視紫紅質的合成。β-胡蘿蔔素是維

生素 A的前驅物，攝取足夠的 β-胡蘿蔔素，可以達到人體對維生素 A的需求。另外適量補

充維生素 A或 β-胡蘿蔔素可以有效預防夜盲症、乾眼症、近視眼、弱視等眼疾的發生。 

6. 預防口腔疾病 

β-胡蘿蔔素和杜莎藻也可以改善口腔潰瘍的症狀。還有預防口腔癌的作用，口腔癌患者的口

腔內可發現微核細胞，研究結果顯示補充 β-胡蘿蔔素後，大多數患者口腔黏膜內的微核細胞

減少。美國亞利桑那大學進行臨床研究結果顯示，給予 25名患有口腔白斑的吸菸者每天口

服 30mg的 β-胡蘿蔔素，有 75％的受試者口腔內的癌前白斑消失，癌前病變產生逆轉。 

7. 減少輻射危害 

以色列對 1990~1994年來自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事件產生核能洩漏事故的 709名兒童服用

杜莎藻，結果顯示出良好的抗輻射效果。 

8. 抗紫外線的作用 

日本德島大學研究所的南裕子研究團隊進行動物實驗，發現經口攝取 β-胡蘿蔔素對紫外線

（UVA）所造成的皮膚氧化傷害有減緩的效果；β-胡蘿蔔素可以消去活性氧促進細胞再生，

並且對被 UVA照射後皮膚所產生的單重態氧有捕捉消去的效果。 

9. 防治缺血性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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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天津市保健所給予 651位學齡前兒童進行三個月的口服 β-胡蘿蔔素臨床試驗，結果

顯示所有實驗對象在維生素 A水平提高的同時，血紅蛋白和血清蛋白也隨之提高，紅血球內

的游離原卟啉則明顯下降，也就是說天然 β-胡蘿蔔素對鐵的代謝和儲存有良好的促進作用，

可用來防治缺鐵性貧血。用天然 β-胡蘿蔔素的優點有三，一是直接促進鐵代謝，增加鐵在體

內的儲存量；二是間接增加體內鐵元素的含量，避免傳統補充鐵而造成對人體心臟帶來的損

傷；三是在獲得天然 β-胡蘿蔔素抗氧化維生素功能的同時，又補充了維生素 A和金屬元素鐵。 

 

三、杜莎藻比 β-胡蘿蔔更佳的胡蘿蔔素提供者 

1. 杜莎藻 β-胡蘿蔔素含量高 

一般 β-胡蘿蔔素的主要攝取來源為深色和黃綠色蔬菜，其中，胡蘿蔔是公認的高含量 β-胡蘿

蔔素的蔬菜，紅色胡蘿蔔的 β-胡蘿蔔素含量為 1.35 mg/100 g，黃色胡蘿蔔的 β-胡蘿蔔素含

量為 3.62 mg/100g。如果萎縮性胃炎患者每天需服用 50~100 mg β-胡蘿蔔素，那麼光賴飲

食食用 3.4~6.9 kg的胡蘿蔔顯然是不科學的。杜莎藻的天然 β-胡蘿蔔素的含量可達乾重的

3~12％，每天食用 1 g左右的杜莎藻就可滿足萎縮性胃炎患者的食療需求。 

2. 杜莎藻類胡蘿蔔素種類齊全 

胡蘿蔔中只有 α-胡蘿蔔素和 β-胡蘿蔔素兩種；杜莎藻中存在多種類胡蘿蔔素，包括 α-胡蘿

蔔素、β-胡蘿蔔素、玉米黃素、蕃茄紅素、葉黃素、角黃素和 viloxanthin 等，被稱為天然混

合類胡蘿蔔素。可以綜合調體人體正常生理活動的功能，而其中的任何一種類胡蘿蔔素都是

人體不可或缺的。 

3. 杜莎藻 β-胡蘿蔔素萃取方便 

以胡蘿蔔為原料萃取 β-胡蘿蔔素主要有兩大缺點，一是胡蘿蔔中的 β-胡蘿蔔素含量遠遠低於

杜莎藻；二是胡蘿蔔有細胞壁，β-胡蘿蔔素難與胡蘿蔔的纖維分離。杜莎藻的 β-胡蘿蔔素含

量高，且 β-胡蘿蔔素容易與藻體分離萃取。 

4. 杜莎藻 β-胡蘿蔔素結構優良 

人工合成的 β-胡蘿蔔素是全反式結構，在各類食品中作為添加劑已經廣泛應用多年，胡蘿蔔

中的 β-胡蘿蔔素 95％為反式，5％為順式；杜莎藻內的 β-胡蘿蔔素與人體血清中的 β-胡蘿蔔

素一樣，50％為反式，50％為順式，順反結構比例 1：1。由動物實驗證實餵食杜莎藻的天

然 β-胡蘿蔔素和餵食順、反式 1：1的胡蘿蔔素兩組老鼠能明顯降低胃黏膜損傷，而且肝臟

內測得的 β-胡蘿蔔素含量也高於僅餵食全反式 β-胡蘿蔔素的老鼠。 

5. 杜莎藻更易被人體吸收 

杜莎藻為單細胞構造，細胞表面沒有細胞壁，只有一層薄而富有彈性的膜，因而容易被人體

吸收；胡蘿蔔的細胞壁屏障因素，影響人體對其胡蘿蔔素的吸收，一般只有 20％~25％的胡

蘿蔔素能被人體吸收，其餘都排出體外。 

6. 杜莎藻安全可靠 

服用高劑量的維生素 A會使人體產生中毒反應，而且 β-胡蘿蔔素會轉化成維生素 A，那食用

過多的杜莎藻是否會導致維生素 A的中毒現象呢？實驗證實成年人每天服用 180~300mg的

β-胡蘿蔔素不會發生中毒現象，血液中存在高量的 β-胡蘿蔔素，當人體缺乏維生素 A時，β-

胡蘿蔔素會轉化成維生素 A，一旦達到維生素 A正常水平時，超量的 β-胡蘿蔔素轉化會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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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體內的維生素 A 也不會達到毒性含量。血液中超量的 β-胡蘿蔔素唯一會反應於人體皮

膚發黃現象，醫學上稱為胡蘿蔔血症，那是過量的 β-胡蘿蔔素累積在皮下造成的，不會對人

體有不良影響，一旦停止攝入 β-胡蘿蔔素，症狀即消失。 

 

2.高效能液相層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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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化妝品美白功效評估方法簡介 

A.   體外(in vitro) 酪胺酸酶抑制法 

東方女性普遍喜好白皙的皮膚，而膚色是由黑色素(melanin)、b-胡蘿蔔素(b-carotene)及血紅

素(hemoglobin)所構成，皮膚顏色深淺主要是受黑色素含量之多寡及紫外線照射量而影響。

黑色素在生物體內是由黑色素細胞所生成，黑色素由酪胺酸氧化而產生，會聚合成不規則之

聚合物，存在於 melanosome 胞器內，數量愈多則顏色愈黑，人體表皮、毛囊及網膜均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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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黑色素生成過程中最關鍵的酵素為酪胺酸酶，大多數美白成分具有此酵素抑制作用，因

此在美白原料開發最常用的方法為體外酪胺酸酶抑制活性，流程簡單表示如圖一。將單位濃

度 mushroom 酪胺酸酶加入酪胺酸溶液中，再將欲篩選之美白原料加入反應溶液中，若美白

原料具有酪胺酸酶抑制活性則反應後之溶液會呈現較淡的顏色，經過分光測色計之測量，可

計算其抑制率，進而計算出其 IC50，藉此評斷此美白原料是否具有很好之抑制能力。 

B.  黑色素細胞瘤(B16 melanoma)黑色素抑制法 

上述酪胺酸酶抑制活性的篩選法雖然在美白原料開發之使用較普遍，也較快速，缺點是無法

篩選到其他美白作用機轉之物質，因此建議搭配 B16 黑色素抑制法進行篩選。此方法以細胞

培養方式培養 B16 細胞株，待測美白成分經過滅菌處理後，以適量濃度加入細胞培養液中，

經過 2-3 天培養後，測量對照組與實驗組之黑色素生成量，藉以評估所測定之原料是否具有

美白功效。 

 C. 活體(in vivo)試驗 

為了測試美白原料是否有功效，可採用活體試驗，通常可使用無毛鼠或是人體測試，此方法

雖然較耗時，但是可同時試驗原料是否對皮膚會有副作用(刺激性或過敏反應)。此方法若使

用動物試驗，需考慮部分地區有禁用動物實驗的規定。對於美白使用後的功效，可使用皮膚

測色計進行膚色測定，例如塗抹樣品前先以 Minolta 分光光度計測定膚色，然後每天塗抹兩

次樣品。每週以 Minolta 分光光度計測定塗抹美白乳液及塗抹對照乳液部位之皮膚的 L*a*b*

值。連續測定 4 週，然後比較 L*a*b*值的差異，藉以判斷該原料之效果。 

 

植物名 學名 原料名稱 主要用途 

蘆薈 A. barbadensis Miller Aloe vera extract 保濕、滋養主要用於頭皮乾燥 

金盞花 Calendula officinalis L. Calendula extract 用於頭皮刺激症狀之鎮靜與舒緩 

洋甘菊 Matricaria chamomilla. L. Chamomile fluid extract 具鎮靜作用，可維持頭皮之健康 

薑 Zingiber officinale Ginger root extract 促進血液循環，增進頭皮健康與頭髮生長 

金縷梅 Hamamelis virginiana L. Hamaelis extract 具收斂作用，可改善頭皮及頭髮油膩現象 

迷迭香 Rosmarinus officinalis L. Rosemary extract or oil 具收斂與抗氧化作用，可改善頭皮油膩，促進頭髮生長 

茶樹 Melaleuca alternifolia Ch. Tea tree oil 具抗菌及消炎作用，可改善頭皮屑症狀 

小麥胚芽 Triticum sp. Wheat germ oil 具抗氧化及柔膚作用，可改善頭皮與頭髮乾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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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細胞凋亡與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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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簽到表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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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與檢討 

(一)預期目標達成情形 

一個專題的完成必須要長時間費精力的投入，才能有一個專題的成果展現。本次主題式專

題研究有 10位同學參與，主題有野薑花抗氧化活性、豌豆蛋白與薑黃素複合物生物活性探討、

EGCG延緩白內障發生、杜莎藻延緩乙醯胺基苯酚誘發肝損傷之模式、杜莎藻對肝癌細胞氧

化性損傷的保護機制、蘭花萃取物抗氧化分析等多案。原先一案由光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指導

杜莎藻對肝癌細胞氧化性損傷的保護機制，但由於本實驗所選定的 Hep G2 肝癌細胞較不易培

養，訓練學生培養過程因多次操作手法不熟悉，導致細胞多次汙染或生長緩慢，至結案時僅有

抑制癌細胞生長的曲線圖，仍需要進一步確認 DNA是否有進行細胞凋亡以及細胞凋亡等相關

蛋白質的表現，無法有較完整的數據。因此以另外一個台灣欒樹萃取物抗氧化及美白功效評估

取代。其杜莎藻的專題實驗也仍在持續進行。第二案原先規劃玉蘭花萃取物也因為廠商無法及

時提供玉蘭花的樣品，而改以蘭花萃取物進行分析。台灣欒樹萃取物的專題實驗已於 2013年

3月底完成生物醫學聯合學術研討會進行壁報論文發表，第二案的蘭花萃取物美白及抗氧化功

效將於 2013年 12月 6日投稿於彰雲嘉聯盟學術研討會進行壁報論文發表。 

 

(二)活動滿意度分析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講師講授內容與本次主題相關性 80 20 0 0 0 

2.講師表達能力與講解清晰度 80 20 0 0 0 

3.講義資料完整度 90 10 0 0 0 

4.本活動對提升學習的助益 100 0 0 0 0 

5.承辦單位整體規劃 1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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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報 

1.第 28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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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論文報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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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3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年度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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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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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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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導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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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片 

 
相片說明:斗六工業區光壁企業公司施貞儀老師介紹廠內藻類的飼養環境 

 

 
相片說明:斗六工業區光壁企業公司施貞儀老師說明綠藻、杜莎藻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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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麗澤生技洪煥智老師講授金線蓮栽種的重要 

 

 

 
相片說明:金線連經過三個月的無菌培養的健康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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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老師講授有關細胞凋亡的機制 

 

 
相片說明:老師講授有關液相層析儀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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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老師講授有關保健食品開發與應用 

 

 
相片說明:老師講授有關化妝品功效評估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