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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草全株利用技術套組

　根據 2020年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報告

指出，全球人口預計於 2050年達到 99億，比 2020

年目前的 78億人口增長 25%以上。隨著人口的增

加，畜產品之需求量及消費量也逐漸增加。生產者

欲透過集約式養殖提高單位產能，但氣候變遷、

高飼養密度乃至於疫病風險都可能使畜禽長期面

臨緊迫或處於高敏感狀態，進而導致免疫力低下、

腸道受損及菌相失衡，使畜禽生長緩慢甚至受病

源感染而死亡，因此於飼料中添加低劑量含藥物

飼料添加物進行動物保健或生長促進，但考量微

生物可能產生抗藥性及抗生素殘留等因素，各國

陸續推動減用或停用預防性含藥物飼料添加物的

品項，為了避免無抗生素之作用而可能會降低畜禽

之生長性能，或致使免疫力下降、對消化道產生損

害 (Richert J. A., 2017)，進而降低農民之利益，因

此業者目前急需開發安全、有效、品質穩定且可商

業化生產的替代性飼料添加物，其中不乏益生素、

酸化劑、微生物、胜肽、酵素、核酸、基改微生物

及其衍生物、天然植物及等同天然有效成分等類

型。MarketsandMarkets報告調查顯示，2018年全

球飼料添加物市場規模推估約 330億美元，並將以

CAGR 6.1%持續成長，至 2023年可達約 443億美

元，其中家禽用之飼料添加物為市場大宗佔 44.9%，

其次為豬隻 (25.2%)。我國 2019年飼料總供應量達

約 863萬噸，若機能性飼料添加物以新台幣 450元 /

每噸飼料計算，推估其市場規模約近新台幣 38.8億

元。而據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飼料添加物產學

研聯盟調查，目前飼料及飼料添加物相關業者開發

中或尋求合作產品項目中益生菌佔 22%，植生素、

益生質、抗菌肽皆佔 10%，在未來規劃開發項目中

植生素則增加至 16%（圖一）。

蟲草簡介

蟲草做為人類保健食品歷史已久，而蛹蟲草 

(Cordyceps militaris)，又稱北蟲草或黃金蟲草，是

衛福部列於可供食品使用原料一覽表中建議可用兩

種蟲草之一，另一種為冬蟲夏草 (Ophiocordyceps 

sinensis)，然而冬蟲夏草受限於產地及培養條件，冬

蟲夏草子實體於台灣生產的優勢遠低於蛹蟲草。由

於蛹蟲草可藉由人工培養方式進行生產，因此具有

極大的潛力可開發作為保健食材及飼料添加物。人

工栽培蛹蟲草的方法主要有固態栽培與液態栽培兩

種模式，本技術套組以固態栽培，基質具有生產操

作簡易與均一等優勢，並分析子實體產量與機能性

成分含量，以建立最佳的栽培與基質條件。蛹蟲草

子實體生長發育的速度和生物活性物質的產出量多

寡，同時受內部和外部因素所影響，內部因素為菌

株的遺傳特性，不同菌株其子實體能否順利出菇、

生長及形態外觀與機能成分等均所不同。而外部因

素為培養基及各種環境條件，如培養基內的配方、

含水量、pH、量及環境的溫度、濕度、光照等因素，

內外因素均穩定符合才能讓子實體和生物活性物質

正常生長與生產。目前除了台灣，蛹蟲草於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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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我國台灣飼料及飼料添加物產品現況及未來趨勢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飼料添加物產學研聯盟平台調查；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產發中心整理。

陸及日本等均可作為食品流通，市場以中國大陸為

最大，2018年中國大陸蛹蟲草產量至少 9,000噸，

產值達 100億人民幣；台灣 2018年蟲草真菌（蛹蟲

草、冬蟲夏草）單方年產值達 4億新台幣。根據國內

網購平台調查顯示，消費者普遍對蛹蟲草子實體陌

生，46%膠囊類蟲草保健品為單方，但蟲草保健飲

品類僅 10.38%為單方；34%消費者可以接受價格合

宜的蟲草保健品。

技術建立

全世界蛹蟲草產量超過百萬噸，這些素材富含

極高營養源與機能指標，因此具潛力做為飼料添加

物或動物保健品。透過「伴侶動物保健食品及飼料

添加物之研發與認證推動策略規劃」計畫組成跨機

構合作團隊，共同合作研發建立蟲草全株利用技術

套組，利用篩選專利菌株、建立生產技術及進行動

物功效與田間試驗驗證，探討蛹蟲草素材作為飼料

添加物於離乳仔豬生長性能、免疫能力及糞便性狀

的應用效益。

（一）蟲草子實體生產技術

研究團隊於蛹蟲草菌株庫中進行具有產品化開

發潛力之菌株篩選，並透過環境控制建立蛹蟲草子

實體生長調控技術（圖二），技術涵蓋：1. 篩選可栽

培生長子實體的潛力菌株；2.利用固液態基質混和

比例調控，建立調控子實體型態方法；3. 以不同的

栽培方式調控，調整機能成分含量。並建立價值區

圖二  環控栽培之蛹蟲草菌株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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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的加值技術，透過培養基配方的調整，不但可改

變蛹蟲草子實體外觀使之更具市場競爭力，同時可

使蛹蟲草生長更加均勻整齊，並與原始相比可增產

58% 以上。在機能成分的部分，與傳統白米培養相

較，透過培養基配方條件，分別可提升蟲草素 89% 

以上、麥角固醇52% 以上，及提升其他機能性成分。

（二）蟲草基質於飼料添加物之應用

家畜禽飼養期間，動物年幼階段容易因為來

自母體的移型抗體減少、食物型態改變或者併欄

造成的緊迫，而使得豬隻免疫保護力低下，進而

影響其生長表現。因此，業者開發飼料添加物時

會針對此階段的動物研發促進免疫調節能力類

型的保健產品。蟲草含有蟲草素 (cordycepin)、

核苷類 (nucleosides)、多醣 (polysaccharides)、生

物鹼 (alkaloids)、胺基酸 (amino acid)、麥角固醇 

(ergosterol)、蟲草酸 (甘露醇：mannitol)、多肽 

(polypeptides)、總多酚 (total polyphenols)、酵素及

微量物質等活性成分，具有免疫調節、腸胃功能改

善、降血糖、降血脂、抗疲勞、抗氧化、抗發炎、抑

制腫瘤增生及防止血栓形成等多種生理活性功效 

(Brown et al., 2011, Cheng et al., 2016, Pellati et al., 

2004)，因此具有發展為飼料添加物的潛力。為了貼

近畜牧生產者實際使用情況，研究團隊於商業牧場

以一般商用 LYD三品種離乳仔豬進行田間試驗，餵

飼離乳仔豬經過配方技術開發之蟲草基質飼料添加

物產品（圖三），並於試驗期間針對生長性能、免疫

指標及糞便性狀進行檢測（圖四及圖五）。經過離乳

仔豬田間實際測試發現，在生長性能分析方面，於

飼糧中添加蟲草飼料添加物不會造成豬隻適口性問

題，且能提升豬隻體重 9.5%、日增重 11.7%、日採

食 11%，並改善飼料換肉率 0.7%，離乳仔豬離乳後

容易發生生長遲滯現象，透過於飼糧中添加蟲草添

加物產品可延緩此現象，甚至具有提升離乳仔豬生

長表現的效果。在下痢率分析方面，仔豬容易因為

早期離乳使得消化系統未完全發育，再加上離乳後

食物來源的改變及與其他仔豬的併欄管理，種種因

圖三  蛹蟲草基質飼料原料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飼料添加物產學研聯盟。

圖四  產品田間試驗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飼料添加物產學研聯盟。

圖五  仔豬生長性能檢測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飼料添加物產學研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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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可能造成的緊迫而導致下痢情況發生，而透過試

驗發現餵飼蟲草飼料添加物產品之豬隻並無下痢情

況發生，有利於仔豬生理健康。在免疫分析方面，

蟲草飼料添加物有增加離乳仔豬血清中免疫球蛋白

濃度之趨勢，可分別增加免疫球蛋白 IgM及 IgG濃

度 28.8%及 21.4%，表示蟲草飼料添加物可提升離

乳仔豬免疫能力，此結果與 Boontiam et al. (2020) 

研究成果有相同之趨勢。而牧場的臭味防治為畜牧

產業關注的環境指標，在糞便性狀分析方面，糞便

氣味分析中，發現蟲草飼料添加物組的豬隻糞便氣

味降低，其中糞便硫化氫濃度約降低 38.7%，降低

糞便臭味有利於改善畜禽飼養環境，友善鄰里。在

血液生化分析方面，發現本試驗配方有降低血脂之

趨勢，對肝、腎功能無不良影響，與其他研究文獻

趨勢相似，添加蟲草飼料添加物可改善豬隻生長性

狀、降低肝功能指數 (AST、ALT)及血液中三酸甘

油酯 (Cheng et al., 2016)，提高肉雞脛骨鈣含量 (Han 

et al., 2015)，於伴侶動物還可使腎功能損傷程度顯

著下降及促進腎小管再生 (Yin et al., 2007)。本技術

以蟲草基質加值開發，經田間試驗驗證具發展為飼

料添加物產品之潛力。且利用蟲草基質作為飼料添

加物可提升蟲草全株利用率 91%，達到農業全株利

用的目標。本技術套組致力於提高產品經濟效益的

競爭力，每噸飼料使用成本可降低 20%-60%，具商

品化優勢。

結語

蟲草全株利用技術套組應用領域甚廣，除了開

發人類保健產品及經濟動物飼料添加物產品，亦有

利於延伸應用於伴侶動物保健產品。近幾年國內寵

物飼養風氣盛行，然而因為台灣氣候高溫多濕，容

易引發寵物過敏或免疫失調，且隨著動物照護觀念

的提升，伴侶動物逐漸與社會人口一樣有邁向高齡

化的趨勢，因此飼主對伴侶動物保健產品越來越重

視。蟲草全株利用技術套組經田間試驗驗證具強化

動物之免疫保護力、促進生長及降低糞便臭味等效

果，在經濟動物及伴侶動物產業應用上皆具有潛力

發展為多元化動物保健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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