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猴頭菇的生理功能 

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 陳淑德 顏威揚 

一、 前  言 

猴頭菌(Hericium erinaceus)，別名猴菇菇、獅鬃菇、山伏茸、熊頭菇、刺蝟

菌，分類學上屬真菌界，真菌門，層菌綱，多孔菌目，齒菌科，猴頭菌屬。自古

以來，猴頭菇就是有名的山珍，與燕窩、魚翅、海參並列四大名肴，其肉質潔白，

有素中葷之美稱(張，2006)，不過由於猴頭菇中的多酚氧化酶會導致熱風乾燥過

程酵素性的褐變，而以冷凍乾燥的猴頭菇顏色較佳(圖一) (陳等，2013)，故何(2014)

建議乾燥前先以蒸氣殺菁，以避免乾燥時所引起的褐變反應，而一般市面上除鮮

食外，亦採用油燙以抑制酵素性褐變反應，再立即冷卻、包裝、冷凍儲藏和販售。 

   

圖一、新鮮猴頭菇(左)、熱風乾燥猴頭菇(中)和冷凍乾燥猴頭菇(右)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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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頭菌的菌絲在 10-33℃均可生長，最適生長溫度為 25-28℃，子實體的部

分則是在 12-24℃均可生長，最適溫度為 16-20℃，高於 30℃子實體生長不良，

低於 10℃則生長緩慢(丁，2006；張，2006)，猴頭菇廣泛分布在東亞地區包括中

國、日本及韓國，其含有許多活性成分包括多醣、蛋白質、脂質、猴頭素

(erinacine)、猴頭酮(hericenone)及萜類化合物 (Harikrishnan et al., 2011)。 

猴頭菇為藥食兩用真菌，菌絲體及子實體均可入藥，中醫認為其性平，味甘，

有助消化、利五臟、潤六肺及補虛損的功效，能調節免疫力，對慢性胃炎、十二

指腸潰瘍、胃潰瘍等皆有療效，而近代醫學也證明猴頭菇對胃癌、食道癌等有抑

制作用，其發酵產物也可促進神經生長因子(NGF)(呂，2011；Mori et al., 2011；

Kawagishi et al., 1996；Lee et al., 2000；Shimbo et al., 2005)，具有預防和治療老

年癡呆症之功效(張，2006；Mori et al., 2009)。 

二、猴頭菇的栽培和發酵培養 

傳統的猴頭菇栽培模式是採用固體菌種製作及接菌固體培養基栽培，整個栽

培週期約需 160-170 天，故傳統栽培模式有時間長、效率低的缺點（張，2006）。

從猴頭菌菌絲體或子實體萃取的多醣經臨床醫學研究證實，具有相同的生理活效

果，採用人工大量培養菌絲體，具操作簡單、生產成本低、生產時間短的優點 (王

等，1998；林，2009)。 

現今猴頭菌的發酵方式一般有固態發酵及液態發酵兩種，液態發酵大都為一

週左右，而固態發酵的時間較長達四~五週，可產生二級代謝產物。故本實驗室

先採用單一穀類基質，如: 薏仁、燕麥、小麥、糙米及大豆進行猴頭菌固態發酵

之粗三萜及粗多醣在發酵第 35 天時達到最高，粗多醣則是以薏仁發酵產物含量

最高，達 33.47%，而粗三萜的部分以大豆發酵產物含量最高，達 2.51%，若以

猴頭菌固態發酵大豆薏仁混合基質，可提供充足的碳源和氮源，確實可以縮短培

養時間，從原本 35 天縮短至 14 天即可收成，且猴頭菌發酵產物中能同時含有較

高含量的粗多醣及粗三萜兩種有效成分(顏，2015)。 

三、 猴頭菌之活性成分 

    猴頭菌的活性成分，除了含有真菌類都含有之麥角固醇外，子實體與菌絲體

尚具有許多不同之活性成分，像是多醣(Mizuno et al., 1992；Wang et al., 2001；

Yang et al., 2003；賈等，2005)、萜類化合物(Kenmoku et al., 2001)、猴頭酮

(Kawagishi et al., 1991；Arnoner et al., 1994；Lee et al., 2000；Krzyczkowski et al., 



2010)、猴頭素(Kawagishi et al., 1994；Kawagishi et al., 1996；Kenmoku et al., 

2000；Lee et al., 2000；Shimbo et al., 2005；Kawagishi et al., 2006)、雙亞麻油酸

磷酯乙烯胺(DLPE)( Kawagishi et al., 2006)、凝集素(Kawagishi et al., 1994)、維生

素(王，1990)、胺基酸(袁等，2005)、微量元素(符等，2002)等。 

   多醣之萃取法通常可分為酸、鹼及熱水萃取，但酸及鹼萃取會使多醣糖苷鍵

斷裂，而使萃取率降低，故一般以熱水作為萃取之溶劑(劉等，2007)，張等(2009)

以三種不同品種之猴頭菌液態發酵 10 天後分析其多醣含量，並與子實體作比

較，結果發現若是只萃取菌絲體之胞內多醣，其含量比子實體低，但若是將發酵

液中之胞外多醣也一起算的話則是比子實體高出 35.25%。 

猴頭菌子實體及其菌絲體分別含有猴頭酮及猴頭素，而猴頭素有學者將其分

離出不同的類型，有猴頭素 A (Kawagishi et al., 1994；Kenmoku et al., 2000；

Shimbo et al., 2005)、猴頭素 B (Kawagishi et al., 1994；Kenmoku et al., 2000)、猴

頭素 C (Kawagishi et al., 1994；Kenmoku et al., 2002)、猴頭素 E、猴頭素 F、猴

頭素 G (Kawagishi et al., 1996)、猴頭素 H、猴頭素 I (Lee et al., 2000)、猴頭素 J、

猴頭素 K (Kawagishi et al., 2006)、猴頭素 P (Kenmoku et al., 2000；Kenmoku et al., 

2002)、猴頭素 Q 及猴頭素 R (Ma et al., 2008)，許多研究也證明猴頭素可刺激大

鼠星狀細胞或大鼠腎上腺髓質嗜鉻細胞(PC12)分泌神經生長因子，(Kawagishi et 

al., 1994；Shimbo et al,. 2005；何等，2015)，而神經生長因子可治療神經退化性

疾病，像是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Inanaga, 2012)，猴頭素 J、K 對於抑制抗藥

性金黃色葡萄菌具有抑制的作用(Kawagishi et al., 2006)。 

    猴頭酮則是由猴頭菌子實體芳香族化合物中分離出的一類，具有 A 到 H 型，

其中猴頭酮 A 及 B 可抑制 HeLa cells 之生長(Kawagishi et al., 1990)，猴頭酮 C、

D、E、F、G 及 H 也可刺激 NGF 生成(Kawagishi et al., 1991；Arnoner et al., 1994；

Kawagishi et al., 2006)，但還是以猴頭素之效果較佳(Ma et al., 2010)。Nagai 等

(2006) 將猴頭菇萃取物中分離出雙亞麻油酸磷酯乙烯胺，其可以活化蛋白質激

酶 C(PKC)、PKC-ε 及 PKC-γ 之活性，達到保護神經細胞之作用。 

    猴頭菇子實體中含有多種之胺基酸，除了人體必需的苯丙胺酸、纈胺酸、色

胺酸、異白胺酸、白胺酸、甲硫胺酸、離胺酸、組胺酸外還包括天門冬胺酸、絲

胺酸、麩胺酸、脯胺酸、甘胺酸、丙胺酸、胱胺酸、精胺酸，故成人一天每天食

用約 0.1 kg 之新鮮猴頭菇即可滿足人體所需胺基酸之含量(袁等，2005)。除了胺

基酸之外，猴頭菇子實體也含有胡蘿蔔素、B 群等豐富維生素(王，1990)，符等

(2002)分析猴頭菇，其具有鈣、磷、硫、鎂、鐵、猛、銅、鋅、鉛、硒、鈷、砷、



鋇等微量元素，而又以硫含量最高，硫對人體是不可或缺的，其有治療慢性胃炎

的作用，而猴頭菇也富含鋅，是構成酵素的重要物質，影響著免疫功能。 

四、 猴頭菌之生理功能 

許多研究也證明猴頭菇子實體和菌絲體具有很多不同生理活性包括抗氧

化、抗腫瘤、調節免疫、刺激神經生長因子(NGF)生成、增強記憶力、降血糖、

安眠、抑制微生物生長等功能。 

(一) 抗氧化活性及保護肝臟損傷 

    Zhang 等(2012)探討猴頭菌的菌絲體水萃物以不同乙醇濃度(40%、60%和

80%)沉澱出來之多醣(HEP40，HEP60 和 HEP80)對於抗氧化及保護肝損傷效果之

影響，由於不同濃度乙醇沉澱出來之多醣成分有所差異，故在清除 DPPH 能力、

還原力及氫氧根離子能力都是以 80% (HEP80)效果最好，而螯合亞鐵能力則是以

40% (HEP40) 效果最好。 

在保護肝損傷之部分從表一以豆腐乳清發酵猴頭菌所產生之菌絲體胞內多

醣對四氯化碳誘導肝損傷小鼠之影響可以發現，四氯化碳誘導後，血清中之肝指

數 ALT(GOT)、AST(GPT)值都顯著高於正常組約 6 倍之多，而已一般藥物處理

後有顯著下降約三倍但是無法恢復到正常水準，而在 HEP40、HEP60、HEP80

處理後可以看出 ALT、AST 值皆有顯著下降。 

表一、 以豆腐乳清發酵猴頭菌所產生之菌絲體中的胞內多醣對四氯化碳誘導肝

損傷小鼠之影響 

 

(Zhang et al., 2012) 

另一方面由表二中可以得知四氯化碳誘導處理後小鼠肝臟中 MDA(丙二醛)

顯著上升約 2 倍，而 SOD(超氧歧化酶)、GPx(麩胱甘肽過氧化酶)及 CAT(過氧化



氫酶)顯著下降約 2 倍，以藥物水飛薊素(silymanin)處理後四個指標皆能獲得改

善，但是在 GPx 及 CAT 值無法恢復到正常值，以猴頭菌多醣 HEP80 處理後在

MDA、SOD、GPx、CAT 比起誘導損傷組皆獲得顯著改善。然而 Choi 等(2005)

測試猴頭菇子實體甲醇萃取物對四氯化碳誘導肝損傷大鼠之影響，雖然此子實體

甲醇萃取物可明顯降低大鼠的 GOT 值，但對於 GPT 及 ALP 值則無顯著降低，

表示甲醇萃取物對保護肝損傷效果較水萃取的多醣差。 

表二、 以豆腐乳清發酵猴頭菌所產生之菌絲體中胞內多醣對四氯化碳誘導肝損

傷小鼠的 MAD、SOD、GPx 及 CAT 之影響 

 

 (Zhang et al., 2012) 

Xu 等(2010)則證明猴頭菇子實體水萃取物能降低 12 個月齡老化的大鼠皮膚

之 MDA 含量，且其抗氧化酵素如: SOD、CAT 及 GPX 值達 2 個月齡年青大鼠的

標準(表三)，即此水萃取物具有抗氧化活性，可防止老化。Yeh 等(2011)是利用

猴頭菇子實體作為蝦子之飼料，並發現其能改善 GPx 及 SOD 值。林等(2009)曾

分析猴頭菌的液態發酵 5 天的米穀粉發酵液，會使多醣含量顯著增加，且清除

DPPH 和螯合亞鐵離子的抗氧化活性均較發酵基質明顯提升，故可提供較佳的抗

氧化效果。故此皆表示無論是猴頭菌的菌絲體或子實體之水萃取物皆具有抗氧化

之活性。 

 

 

 



表三、 猴頭菇多醣對老化大鼠皮膚的抗氧化酵素 SOD、CAT 及 GSH-Px 活性

之影響 

 

(Xu et al., 2010) 

 (二) 調節免疫及抗腫瘤 

      Kim 等(2011)以四種方法萃取猴頭菇子實體，分別為猴頭菇微波熱水萃取

物(MWE)、熱水萃取物(HWE)、酸萃取物(ACE)及鹼萃取物(AKE)，並探討其對

於調節免疫及抗腫瘤之效果，結果顯示猴頭菇微波及熱水萃取物對小鼠大腸腫瘤

的縮小效果達 40%皆優於酸及鹼萃取物(圖二)，且在自然殺手細胞(圖三)、巨噬

細胞產生一氧化氮之能力和巨噬細胞吞噬能力(圖四)，及抑制腫瘤細胞血管新生

(圖五)也以猴頭菇微波熱水及熱水萃取物效果佳。 

 

圖二、四種猴頭菇萃取物對於小鼠的大腸癌腫瘤減少重量之影響。 (Kim et al., 

2011)  

 



 

圖三、四種猴頭菇萃取物對於大腸癌大鼠(A)和正常大鼠(B)的自然殺手細胞活性

之影響。(Kim et al., 2011) 

 

 

圖四、四種猴頭菇萃取物對於大腸癌小鼠的巨噬細胞(A)產生一氧化氮能力和(B)

吞噬能力之影響。 (Kim et al., 2011) 



 

圖五、四種猴頭菇萃取物抑制大腸癌小鼠腫瘤細胞血管新生之影響。(Kim et al., 

2011) 

一氧化氮(NO)是一種多效性的生物分子，參與無數的生理和病理過程，如:

調節血壓、神經傳遞、信號轉導、抑制微生物生長、免疫調節、細胞的氧化還原

調控和細胞凋亡。一氧化氮半衰期短，一旦產生即會進行自氧化，形成非活性代

謝物亞硝酸鹽和硝酸鹽，對病菌與細胞具有傷害力 (Chang et al., 2006)。若是體

內巨噬細胞上受體受到細胞激素、IFN-γ、LPS 等物質激發活性時，細胞內誘導

型一氧化氮合成(iNOS)基因就會被啟動，而 NO 會經由擴散作用到周圍的腫瘤細

胞之中，抑制腫瘤細胞生長，進而改善癌症之症狀。另外猴頭菇萃取物會抑制腸

胃道癌細胞，如: 肝癌、胃癌和腸癌細胞生長，但並不像 5-FU 會有毒性，故猴

頭菇萃取物(500 和 1000 mg/ kg/ day)在臨床上亦可配合化療藥物作為抗癌物質

( Li et al., 2014)。 

另外猴頭菌具有抗潰瘍功能，可抑制胃蛋白酶活性，增強胃粘膜屏障機能(楊

等，1999)，促進潰瘍癒合，還對消化性潰瘍、慢性胃炎、胃癌、食道癌均有治

療或改善之成效(孫等，1998)；猴頭菌治療胃及十二指腸潰瘍總有效率 87%，對

慢性胃炎有效率達 85% (劉，1996)。 

Chang 等(2006)以猴頭菇子實體的熱水萃取物(0.1、1、10 和 100 ppm)亦會可

誘導 RAW 264.7 巨噬細胞產生一氧化氮能力。林(2009)分析猴頭菌液態發酵米漿

和猴頭菇子實體的熱水萃取物均可使 RAW 264.7 巨噬細胞株增生、並促進 NO

產生及增加 TNF- 、IL-4 及 IL-10 細胞激素的生成量，但當巨噬細胞受到 LPS

刺激時，又可以降低 IL-4 及 IL-10 細胞激素的生成量，具有雙向免疫調節的效果。 

(三) 抑菌效果 

Kim 等(2012)再以微波熱水、熱水、酸及鹼萃取猴頭菇子實體以探討其對於



抑制沙門氏菌生長之效果，實驗證明猴頭菇萃取物不會對 RAW 264.7 巨噬細胞

產生細胞毒性，且微波熱水及熱水萃取物比起酸及鹼萃取物更能有效改善被沙門

氏菌感染之巨噬細胞的吞噬作用(圖六)及產生一氧化氮(圖七)的能力；在沙門氏

菌感染小鼠造成其肝病變的實驗中，亦發現以猴頭菇熱水萃取物能有效的縮小肝

病變之區域，也能讓小鼠存活的時間延長。 

 

圖六、四種猴頭菇萃取物(100 ppm)處理巨噬細胞後抑制沙門氏菌之效果。(Kim et 

al., 2012)  

 

圖七、 四種猴頭菇萃取物(100ppm)對於沙門氏菌感染的巨噬細胞產生一氧化氮

之影響。 (Kim et al., 2012)  



Harikrishnan 等(2011)則是以富含猴頭菇之飼料餵食比目魚並探討被纖毛蟲

感染後的巨噬細胞活性及呼吸風暴之變化，而在養殖 4 週後，巨噬細胞活性(圖

八)及呼吸風暴(圖九)皆有顯著性上升，且隨著飼料中猴頭菇含量由 0%增加至

1%，比目魚累積死亡率明顯下降(圖十)。 

 

圖八、富含不同劑量猴頭菇之飼料對於被纖毛蟲 (P. dicentrarchi)感染之比目魚巨

噬細胞活性之影響。(Harikrishnan et al., 2011) 

 

 

圖九、富含不同劑量猴頭菇之飼料對於被纖毛蟲 (P. dicentrarchi)感染之比目魚呼

吸風暴之影響。(Harikrishnan et al., 2011) 



 

圖十、富含不同劑量的猴頭菇的飼料對於被纖毛蟲感染之比目魚累積死亡率之影

響。(Harikrishnan et al., 2011)  

(四) 神經細胞的保護和修護作用 

日本學者 Kawagishi 等(1991, 1994)將猴頭菌菌絲體所分離出之猴頭素 A、

B、C 及猴頭菇子實體所分離出之猴頭酮 C、D、E 加入老鼠星狀細胞中，結果發

現兩種物質皆能刺激星狀細胞使其產生神經生長因子(NGF)，比起腎上腺素對照

組有顯著性差異，而猴頭素效果又比猴頭酮好，且猴頭素 E、F 及 H 也同樣具有

此效果(Kawagishi et al., 1996；Lee et al., 2000)。 

Mori 等(2008)曾測試不同菇蕈的萃取物，其中包括猴頭菇、杏鮑菇、舞菇和

姬松茸(巴西磨菇)對 1321N1 細胞分泌 NGF 含量的影響，結果只有猴頭菇萃取物

可刺激 NGF 的生成，其他三種菇蕈類，如: 杏鮑菇、舞菇和姬松茸的萃取物(100 

ppm)並無法提升 NGF 的生成，另外 NGF 的生成量亦和猴頭菇的劑量(50、100

和 150 ppm)呈現依存性，150 ppm 猴頭菇萃取物可大幅刺激 NGF 的生成 (圖十

一)。 

呂(2011)則是探討以猴頭菌固態發酵乙醇萃取物對 PC12 細胞生長之影響，

其結果顯示猴頭菇子實體、未發酵穀類基質(大豆、燕麥、小麥、糙米、薏仁)和

猴頭菌固態發酵 28 天之大豆、小麥及薏仁之乙醇萃取物分別在 10、100、1000、

2500 ppm 之濃度下培養 PC12 細胞 24 小時，其存活率皆可高達 80%以上，且猴

頭菌固態發酵產物之乙醇萃取物均可促使 PC12 樹突生長(圖十二) 和腎上腺素

效果相似，且猴頭菇固態發酵和子實體之乙醇萃取物可促使 PC12 細胞的 NGF

分泌量較控制組顯著提高(表四)。 



 

圖十一、 不同菇蕈萃取物:猴頭菇(H)、杏鮑菇(P)、舞菇(G)、姬松茸(A)對 1321N1

細胞分泌 NGF 含量的影響。 (Mori et al., 2008) 

   

圖十二、 控制組(左圖)和添加猴頭菌固態發酵產物乙醇萃取物(10 ppm)(右圖)

對 PC12 細胞產生樹突之影響。(何等，2015) 

表四、 添加未發酵小麥基質、猴頭菌固態發酵產物(HEE)及猴頭菇子實體(FBE)

乙醇萃取物對 PC12 細胞產生 NGF(pg)之影響 

濃度(μg/mL) 控制組 未發酵小麥 HEE FBE 

0 254.12 ± 25.9d    

1  383.54 ± 23.42b 453.54 ± 5.33a  

10  317.38 ± 10.41c 492.77 ± 7.05a 486.74 ± 75.3a 

* 數據為 Mean ± S.D. (n = 3). a-d 不同字母表示數值間達顯著差異 (p < 0.05). 



探討猴頭菌乙醇萃取物對於斑馬魚胚胎腦細胞保護和修護之影響，其方法為

收集斑馬魚受精卵，1%乙醇浸泡會使斑馬魚胚胎腦細胞死亡腦細胞數目增加，

但對斑馬魚胚胎發育無明顯的影響，故在斑馬魚胚胎腦細胞保護預加藥保護模為

將收集之受精卵立即浸泡於猴頭菌固態發酵產物之乙醇萃取物，於 28℃下培養

24 小時後，換浸泡 1%乙醇培養 24 小時，將乙醇去除、以蒸餾水清洗胚胎、螢

光染色和觀察死亡腦細胞數目。另外，在斑馬魚胚胎腦細胞的修復實驗中，此是

將收集之斑馬魚受精卵先於 28℃下培養 24 小時，之後浸泡 1%乙醇 4 小時，再

浸泡不同濃度之猴頭菌固態發酵產物之乙醇萃取物，控制組則浸泡蒸餾水，再培

養 20 小時後，將萃取物去除並以蒸餾水清洗胚胎、螢光染色和觀察死亡腦細胞

數目，記錄被乙醇破壞之斑馬魚胚胎腦細胞的修復效果(何，2014)。 

在斑馬魚胚胎發育的部分可以發現不論是 200 ppm 之猴頭菌固態發酵產物

或猴頭菇子實體之水萃取物或乙醇萃取物對於斑馬魚胚胎的生長發育均無影

響，且 200 ppm 猴頭菌固態發酵產物之熱水取萃取物或乙醇萃取物均能有效地保

護(圖十三)及修復%乙醇所造成斑馬魚胚胎腦細胞之傷害(圖十四)，且可能由於

其萃取物所含粗多醣和粗三萜含量明顯較猴頭菇子實體的水和乙醇萃取物多，故

200 ppm 猴頭菌固態發酵產物之熱水取萃取物或乙醇萃取物對斑馬魚胚胎腦細

胞的保護和修護比子實體之熱水取萃取物或乙醇萃取物更佳(顏，2015)。 

 

圖十三、200 ppm 猴頭菌固態發酵產物水萃物(HEWE)及乙醇萃物(HEEE)及猴頭

菇子實體之水萃物(FBWE)及乙醇萃物(FBEE)對 1%乙醇破壞斑馬魚胚胎

之腦細胞的保護作用。a-e Means in cell died values (n=8)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05). 



圖十四、200 ppm 猴頭菌固態發酵產物水萃物(HEWE)及乙醇萃物(HEEE)及猴頭

菇子實體之水萃物(FBWE)及乙醇萃物(FBEE)對斑馬魚胚胎被 1%乙醇破壞之腦

細胞修復作用。 a-c Means in cell died values (n=8)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05). 

    Shimbo 等(2005)以猴頭素 A 管餵大鼠，並觀察大鼠腦中大腦嗅球(嗅覺)、大

腦藍斑(情緒控制)、大腦海馬迴(記憶)及大腦皮層(學習功能)的神經生長因子

( NGF)之含量，則在藍斑及海馬迴的 NGF 含量顯著較高，此說明猴頭素 A 對於

情緒控制及記憶改善是有所幫助的(圖十五)。Hazekawa 等(2010) 餵食小鼠 300 

mg/kg 猴頭菇 14 天後，停止採食一天在進行取樣，結果顯示在紋狀體及海馬迴

的 NGF 含量皆有顯著上升，表示能夠改善肌肉運動及記憶功能(圖十六)，與

Shimbo 等(2005)的結果相同，二者都顯示出在海馬迴中 NGF 含量皆有顯著上升。 

 

圖十五、餵食是否含猴頭素 A 的飼料對於大鼠腦中各區域，包括大腦嗅球

(OBL)、大腦藍斑(LC)、大腦海馬迴(HIP)及大腦皮層(CC)中 NGF 含量

之影響。 (Shimbo et al., 2005)  



 

圖十六、小鼠餵食猴頭菇(300 mg/kg) 14 天後，停止採食一天後進行大腦皮質、

紋狀體和海馬迴中 NGF 含量分析。(Hazekawa et al., 2010)  

Hazekawa 等(2010)以小鼠大腦中動脈阻塞模式模擬腦部缺血性傷害，來驗證

含猴頭菇的飼料可以防止小鼠腦中風缺血栓塞梗死的面積之功效，先餵食 30、

100和 300 mg/kg之猴頭菇子實體粉末 14天再進行 4小時動脈阻塞腦部缺血傷害

(MCA)，其結果證明 300 mg/kg 劑量可使小鼠腦部壞死的區域面積有顯著性的減

少(圖十七)，且其 NGF 含量也較未服用猴頭菇之組別來的高，但小鼠餵食 300 

mg/kg β-glucan (β-葡聚糖)並無此效果，且若只是 1 天前服用含猴頭菇粉末，

也無此效果，此說明 14 天長期餵以猴頭菇後，其中小分子成分物質會通過小鼠

的血腦障壁，並刺激 NGF 的生成，進而保護小鼠的大腦細胞不易栓塞梗死。 

 

圖十七、 小鼠餵食不同劑量猴頭菇(30、100 和 300 mg/kg)和β-葡聚糖(300 

mg/kg)14 天後，停止採食一天後，動脈阻塞腦部缺血傷害 4 小時後，

進行腦中栓塞梗死面積的分析。 (Hazekawa et al., 2010)  



郭(2013)也是利用大鼠缺血性腦中風模式來探討猴頭菌菌絲體萃取物之效

果，並評估猴頭菌發酵產物對於中風失智症之影響，先餵食菌絲體萃取物 5 天再

進行 90 分鐘腦部缺血傷害，其結果也顯示猴頭菌菌絲體萃取物確實能夠保護缺

血性傷害，而腦中神經元及星狀細胞數量也無明顯減少，在失智症的部分則是先

餵食 30 天猴頭菌菌絲體萃取物再給予其神經毒性來證明其效果，結果中發現有

以猴頭菌的菌絲體萃取物保護組別與對照組相比，其腦中紋狀體之多巴胺含量有

顯著性上升。 

Lee 等(2014)探討猴頭菌菌絲體萃取物以及其分離出來之猴頭素 A 對於大鼠

缺血性中風之神經保護效果，結果顯示在猴頭菌菌絲體萃取物濃度 50 及 300 

mg/kg 和猴頭素 A 1 及 5 mg/kg 時，均可有效降低大腦總梗塞面積(圖十八)，而

猴頭素 A 可有效降低急性發炎細胞因子含量，包含 IL-1β、IL-6 與 TNF，而其抑

制發炎機制主要是減少 iNOS 的誘導及硝基酪胺酸的產生。大鼠餵食猴頭菌發酵

菌絲或猴頭素 A 萃取物，可以降低 NO、IL-1β、IL-6 和 TNF-α含量，進而降

低發炎情形，有效預防大鼠的缺血灌流性中風所造成神經細胞的死亡(Lee et al., 

2014)。 

 

圖十八、餵予大鼠猴頭菌菌絲及猴頭素 A 對缺血性中風大腦皮質的總梗塞面積

的影響。(Lee et al., 2014) 

五、抗憂鬱、安眠和改善記憶功能 

   Nagano 等(2010)曾針對 30 位停經的中年婦女，每天攝入巧克力口味內含 4 g 

猴頭菇粉末以作為荷爾蒙的取代物，持續 4 週後會較安慰劑組減少憂鬱的心情。

同樣以每天餵以含 4 g 猴頭菇乾重的餅乾給婦女，可以改善其心情的憂鬱和焦鬱



情形，這可能和猴頭菇中的生理活性成分可作用於腦功能，自主神經和內分泌有

關(Shimizu et al., 2010)。 

Inanaga 在日本福岡的醫院曾針對憂鬱患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服用

AmylobanR 3399 含猴頭菇商品作一系列的研究，甚至有些精神分裂症患者難以用

抗精神病藥物治療，不過當他們服用 AmylobanR 3399 藥品後，均有顯著改善，

無一例外 (Inanaga, 2015)。另外，針對嗜睡患者每日攝入 6 粒含有猴頭菇萃取物

的 AmylobanR 3399 藥品，維持 2 個月，會使睡眠時間趨於正常，故猴頭菌發酵

產物可作為改善嗜睡和打鼾的保健食品 (Inanaga, 2012)。 

Mori 等(2009)以臨床實驗失智病人之認知功能量表分數評估猴頭菇治療組

和安慰劑組在 0 和 16 週之個人認知功能(圖十九)，以猴頭菇錠劑治療組在第 8、

12、16 週時其認知功能量表分數皆顯著高於第 0 週，而在停止治療四週後，其

分數還是高於第 0 週，且猴頭菇錠劑治療組之量表分數皆顯著高於安慰劑組，此

即證明猴頭菇對於失智病人的記憶功能之改善是有所幫助，但需持續攝食猴頭錠

劑以持續改善記憶功能(圖二十)。 

 

圖十八、 失智病人攝入猴頭錠(A)和安慰劑(B)十六週後的個人認知功能量表分

數變化。(Mori et al., 2009)  



 

圖二十、 治療失智病人服用猴頭錠組和安慰劑組的平均認知功能量表分數。

(Mori et al., 2009) 

Mori 等(2011)以 Aβ 25-35 注射小鼠之腦部，測試服用猴頭菇對其認知及記

憶力改善之效果，結果顯示連續服用 23 天含有 5%之猴頭菇飼料，在 Y 型迷宮

及新奇事物認知測驗中，比起沒有給予猴頭菇飼料之組別，其記憶及認知能力顯

著性較佳，且可恢復到一般小鼠水平。 

五、結  論 

猴頭菇自古以來即和燕窩、魚翅、海參並列中國四大名菜，但由猴頭菇容易

產生酵素性褐變，為解決猴頭菇殺菁抑制褐變問題開始投入猴頭菌的發酵培養及

生理功能的驗證研究。接著由文獻中得知從 1991 年代日本學者 Kawagishi 針對

猴頭菌發酵產物代謝活性成分對神經細胞研究的努力，讓猴頭菌發酵產物萃取物

在日本已生產成 AmylobanR3399 作為神經退化疾病的藥品(Inanaga, 2012)，本著

發酵技術原為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生化工程實驗室的成熟技術，立即由日本和大

陸學者猴頭菌液態發酵培養，進展到利用穀物作為猴頭菌固態發酵的基質，此已

申請發明專利，由於固態發酵培養時間較液態發酵的增長，且固態發酵產物經過

殺菌、乾燥後即可全部利用包括菌絲體和子實體，代謝產物也更加豐富。且本實

驗室已知猴頭菌發酵產物的萃取物具有抗氧化活性，並可以促使巨噬細胞增加

NO、TNF- 、IL-4 及 IL-10 的生成量，具有調節免疫之效果；在 PC12 細胞的

實驗證猴頭菌發酵產物的萃取物可以促使神經細胞產生軸突和樹突及提高 NGF

分泌量，在斑馬魚的胚胎試驗也證實猴頭菌發酵產物的乙醇萃取物和水萃取物均

具有腦細胞保護和修護的功能。 



其實在亞洲有很多菇蕈類如: 猴頭菇、靈芝、銀耳、茯苓等，它們不只可作

為保健食材，亦可作為藥材，目前在神經老化疾病如:阿茲海默症(老人癡呆症)、

巴金森症、中風引起失智症中，發揮重要的改善神經退化和治療記憶和認知功

能。由體外細胞和動物體內的實驗，證實這些菇蕈類或其發酵產物所萃取的活性

代謝產物可改善 Aβ澱粉狀蛋白所誘導的神經毒性和具有抗乙酰膽鹼酯酶，且可

以刺激神經樹突和軸突的生長和促進神經生長因子（NGF）的合成，或可作為抗

氧化劑和產生抗發炎作用以保護神經細胞，所幸這些藥食同源的菇蕈類較容易推

廣且有助於未來的人類臨床試驗，以證實對人類神經細胞保護和修護的功效 

(Phan et al., 2015)。 

六、謝 誌 

首先感謝農委會農糧署從 2008 年至 2010 年連續提供三年的科技計畫「猴頭

菌子實體和發酵產物萃取液化學組成和生理功能之探討(一)、(二)和(三)」經費，

讓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生化工程實驗室開始展開猴頭菌發酵製程及其有效成分

分析和功能驗證一系列的研究。直至目前為止在食品科學研究所陸續培養出林玉

婷、呂宛儒、何純誼和顏威揚四位研究生及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鍾正銘一

位研究生，其中尚包括多位曾經協助猴頭菌發酵和保健功能驗證的大學部專題

生，像:林詩菱、施玟薳、王俊彬、王楨翔、陳慶真、陳緻宇和李欣庭同學。另

外在檢測分析方面，非常謝謝張永鍾、駱錫能教授的協助，在功能驗證方面，非

常謝謝董鴻楠先生、孫舜國和鄭永祥教授的協助。也由於有大家的努力，目前已

在猴頭菌發酵產物在神經細胞保護和修護方面有些成果，而在產品開發應用方

面，目前芳吉思生技公司出產猴頭菌固態發酵產物，葡萄王生技公司則為葡眾公

司代工生產活憶康直銷產品，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猴頭菇和猴頭菌保健食品、甚至

像日本的藥品會愈來愈普及，發揮食品人為上醫的觀念，造福更多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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