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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蕉｣鬥｢黴｣---香蕉皮發酵水的抗黴性探討與應用 

壹、摘要 

    台灣香蕉 2020 年的產量約 35 萬公噸，香蕉皮約占果實重量的 30%，若食用後全部丟棄，

會造成很多的農業廢棄物。本實驗為了能將垃圾變黃金，及減少化學藥品的使用，於是利用

香蕉皮加水自然發酵，取其發酵水用來探討抗黴性，發現香蕉皮發酵水抗黴性為濃度 100% >

濃度 50%>濃度 25%>純水。經過一個月觀察，噴有濃度 100%香蕉皮發酵水吐司仍無長黴現

象，希望此結果可以運用在需要短時間防黴的物質上。將香蕉皮發酵水用於栽種小白菜，發

現二週後澆有香蕉皮發酵水的小白菜成長率為濃度 100% >濃度 50%>濃度 25%>純水；還有運

用在小白菜的防蟲上，發現噴有香蕉皮發酵水的小白菜被蟲啃食的葉片數較少，因此在栽種

植物時可以利用香蕉皮發酵水來促進植物的生長及防蟲。 

 

貳、研究動機 

    在學校吃營養午餐時，常有香蕉這項水果，已知香蕉為芭蕉科、芭蕉屬的單子葉植物，

歐盟 2021 年香蕉產量 61 多萬噸（林忠逸，2022）；台灣 2020 年香蕉產量約 35 萬公噸，而香

蕉皮約占果實重量的 30%（檢自：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240083899304171059.html），

因此若在食用後就將香蕉皮直接丟棄實在可惜，於是上網查詢香蕉皮的用途，查到《中藥學

大辭典》中記載，成熟香蕉果皮的甲醇提取物有抑制真菌、细菌的作用（吳曉明，2006）。於

是跟同學及老師討論後決定利用常見的吐司黴菌來試試香蕉皮的功效，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抑

制真菌的功效。 

 

叁、研究目的 

   一、利用吐司來探討香蕉皮發酵水的抗黴性。 

   二、先噴香蕉皮發酵水再放置露台，與先放置露台後再噴香蕉皮發酵水之抗黴性探討。 

   三、香蕉皮發酵水噴的次數多寡對於吐司長黴的影響探討 

   四、不同濃度香蕉皮發酵水對於小白菜生長的影響探討。 

   五、香蕉皮發酵水對小白菜抗蟲的影響探討。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香蕉(台蕉 3 號)、白吐司、手套、膠帶、剪刀、美工刀、鑽子、尺(30cm)、奇異筆、穴盤、

https://patents.google.com/?inventor=%E5%90%B4%E6%99%93%E6%98%8E&peid=612e06e8eb748%3A2de%3Aa42c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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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土、小白菜、照相機(平板、手機)、塑膠瓶、電子秤、無菌培養皿、無菌操作台、塑膠杯

盤、鑷子、酒精、噴瓶 

 

伍、研究過程及研究結果 

     一、文獻探討 

         (一) 香蕉 

    香蕉原產亞洲東南部熱帶、亞熱帶地區等地區，明鄭時期引進南洋的品種，於是開

始生產。到了清朝時已大量產出。香蕉（學名：Musa Paradisiaca），又稱甘蕉、芎蕉、芽

蕉，弓蕉，為芭蕉科、芭蕉屬小果野蕉（M. Acuminata）及野蕉（M. Balbisiana）的人工

栽培雜交種，為大型多年生草本植物。 (檢自：https://zh.wikipedia.org/zh-tw/香蕉)。台灣

主要內外銷香蕉種類如下所示（如表一）。 

 表一、台灣主要內外銷香蕉種類（檢自：文獻五、六） 

種類 

 

別名 果指大小 成熟果

皮顏色 

圖片 

北蕉 高腳蕉 平均長約 20~25 公分，略

呈弓形，平均彎度 38 ﾟ 

黃色  

新北蕉 寶島蕉 長度近似｢北蕉｣，彎度較

北蕉平緩 

鮮黃色  

台蕉 1 號  較｢北蕉｣細 黃色  

台蕉 2 號 巴貝多矮蕉 與｢北蕉｣約略相同 黃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9%84%AD%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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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蕉 3 號  平均果指長度為 20.9 公

分，比｢台蕉 1 號｣短些 

金黃色  

台蕉 5 號 玉山 與｢北蕉｣同 金黃色  

台蕉 6 號 玉豐 平均長約 23~24 公分 金黃色  

台蕉 7 號 玉泉 平均長約 20 公分，平均彎

度約 37 ﾟ 

金黃色  

台蕉 8 號  與｢北蕉｣同 金黃色  

仙人蕉 山蕉或台中

蕉 

與｢北蕉｣同 黃色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五、六研究者整理) 

 

    香蕉幾乎沒有稱為果肉的部分，全部都是由果皮所構成。將香蕉橫切來看，其

果實是由植物構造學上的內、外果皮所構成，而我們吃的部分即是內果皮（楊晴晴，

2023）。果實成熟時，澱粉含量會隨時間受澱粉酶(amylase)及磷酸解酶(phosphorylase)

分解，熟果實大部分為葡萄糖、果糖及蔗糖組成（楊豐毓，2013）。此外，香蕉色澤

的變化，與還原糖含量有關（Gottreich et al.,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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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香蕉皮  

    「香蕉皮」，日本北里大學馬淵清資教授研究出其白色內側面，具有無數的小腔

室，內含有多醣類黏液（陳以諍，2020）。香蕉外果皮（以下稱香蕉皮）其基本成分

（如表二）跟香蕉內果皮（以下稱香蕉果肉）一樣，只是含量不同。黃熟的香蕉皮

中富含色胺酸，而色胺酸可轉化為俗稱「快樂素」的血清素（劉諺，2023）。亦含有

各種抗氧化劑及酚類化合物如兒茶素、木質素、單寧酸，以及豐富的礦物質及膳食

纖維（潘峻宇，2014）。 

表二、香蕉皮的基本成分表：（潘峻宇，2014） 

樣品 水分 灰分 蛋白質 脂肪 碳水化合物 

百分比% 74.52 1.21 1.12 0.37 22.78 

   傳統上，香蕉皮被視為一種中藥材，〈中藥大辭典〉中提到《廣東中藥》如此記

載：「蕉皮為芭蕉科植物甘蕉之果皮，…果皮，鮮者黃綠色，乾者黑褐色，…內服

治痢疾。炒過煎水服，治霍亂肚痛。煎水洗治皮膚瘙癢。」現今藥理學上已有許多

實驗證明，香蕉皮具有抗氧化、改善情緒、治療憂鬱症、抗腫瘤和降血壓等效果（取

自:Evelen（2022）https://pansci.asia/archives/356287）。在 2003 年，我國就利用國產青

香蕉加工，製成具高含量抗性澱粉的「青香蕉高纖維粉」，應用於麵包及糕點等烘焙

製品，強化膳食纖維並調整產品質地，提升產品附加價值（陳銘鴻，2013）。香蕉皮

中含有蕉皮素，它可以抑制細菌、真菌的滋生。有實驗顯示由香蕉皮治療因真菌或

是細菌所引起的皮膚瘙癢及腳氣病，效果很好（明醫網，2016）。 

    有研究顯示，香蕉皮經冷凍破壞可以縮短發酵時間。香蕉皮自然發酵時，香蕉

皮和水的比例是 1:3（楊豐毓，2013）。至於是否已經發酵完成，可以藉由搖晃瓶身

10 秒，搖晃時會產生小泡沫，停止搖晃時小泡沫會在 30 秒內消失，就是發酵好了

（Miss Rêve，2017）。本實驗亦將香蕉皮冷凍敲碎，並採用香蕉皮與水比例 1:3 的方

式發酵，期以農產廢棄物香蕉皮能再利用於生活中，讓我們生活少一些化學藥劑，

利用天然的生成物來做些有益於生活的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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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過程及研究結果 

         （一）香蕉皮發酵水的製作 

         1.實驗步驟： 

         (1)用冷凍乾燥法來破壞香蕉皮的結構。 

         (2)從冷凍庫取出香蕉皮，將香蕉皮敲碎，秤取 800 克。 

         (3)將香蕉皮放入瓶中。 

         (4)倒入 2400ml 的水，然後蓋上瓶蓋，讓瓶內無空氣。 

         (5)放在室內及太陽下發酵至無泡沫，完成發酵。 

         (6)倒出發酵好的香蕉皮發酵水，過濾，取其澄清液。 

         (7)取出的澄清液當成 100%濃度的香蕉皮發酵水，再將之稀釋成 50%及 25%香蕉皮

發酵水，形成濃度不同的溶液（如圖 1），來做接下來的實驗。 

圖 1、香蕉皮發酵水的製作流程圖： 

     

用電子秤秤香蕉

皮 800 克 

放入塑膠容器中 倒入 2400ml 的

水，密封發酵 

香蕉皮發酵水澄

清液，稀釋成各

種濃度 

將各種濃度發酵

水放入相同體積

噴瓶中 

     

    （二）利用吐司來探討香蕉皮發酵水的抗黴性 

         1.實驗步驟： 

          (1)先將無菌操作台熱機，將紫外線燈打開，噴酒精消毒。 

          (2)戴上手套，消毒，然後在無菌操作台上拿出買來的無菌培養皿。 

          (3)用無菌培養皿底倒扣在吐司上，取下吐司。 

          (4)用相同噴瓶同一人操作，依序用純水、25%、50%、100%濃度的香蕉皮發酵水

各噴 20 次於吐司上，各做三重複（B1、B2、B3）。 

     (5)將噴好香蕉皮發酵水的吐司放置在露臺 5 分鐘。 

     (6)蓋上培養皿的蓋子，用膠帶封存（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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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利用吐司觀察不同濃度香蕉皮發酵水的抗黴性實驗流程圖 

     

開啟無菌操作

台 

用無菌培養皿

取下土司 

用不同濃度香蕉

皮發酵水噴 20次

於吐司上 

放置於露臺 5分

鐘 

蓋上外蓋封存 

 

     2.實驗結果：（如表三、表四） 

 表三、不同濃度香蕉皮發酵水與吐司長黴時間表（ο代表觀察不到黴菌；代表觀察到黴菌 

    生長） 

     天數 

濃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純水 B1 ο ο           

B2 ο ο           

B3 ο ο           

25%
香蕉

皮發

酵水 

B1 ο ο ο ο         

B2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B3 ο ο ο ο ο ο       

50%
香蕉

皮發

酵水 

B1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B2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B3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100%
香蕉

皮發

酵水 

B1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B2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B3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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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不同濃度香蕉皮發酵水與吐司長黴關係表（表中有紅色圈Ｏ的表示有長黴） 

   濃度 

天數      
水 

25% 

香蕉皮發酵水 

50% 

香蕉皮發酵水 

100% 

香蕉皮發酵水 

第 1 天 無長黴 無長黴 無長黴 無長黴 

第 2 天 無長黴 無長黴 無長黴 無長黴 

第 3 天 

無長黴 

無長黴 無長黴 無長黴 

第 4 天 

 

無長黴 無長黴 無長黴 

第 5 天 

 

無長黴 

無長黴 無長黴 

第 6 天 

  

無長黴 無長黴 

第 7 天 

  

無長黴 無長黴 

第 8 天 

  

無長黴 無長黴 

第 9 天 

  

無長黴 無長黴 

第 10 天 

 

+ 

無長黴 無長黴 



8 
 

第 11 天 

   

無長黴 

第 12 天 

   

 

       

    3.結果整理 :   

 (1)噴純水的組別第 3 天開始長黴。 

          (2)噴 25%香蕉皮發酵水的組別在第 5 天開始長黴，且在第 12 天仍有 1 個培養皿未

長黴。 

          (3)噴 50%香蕉皮發酵水的組別在第 11 天開始長黴，且在第 12 天仍有 2 個培養皿

未長黴。 

          (4)噴 100%香蕉皮發酵水在第 12 天時仍無長黴的現象，只是吐司因噴香蕉皮發酵

水而顯得泛黃。 

          (5)抗黴效果為香蕉皮發酵水濃度 100% >濃度 50%>濃度 25%>純水（如表四）。 

 

 （三）先噴香蕉皮發酵水再放置露台，與先放置露台後再噴香蕉皮發酵水之抗黴性探討 

1.實驗步驟： 

 (1)先消毒無菌操作台，然後開啟無菌操作台。 

  (2)將吐司放在無菌操作台，用無菌培養皿取下吐司。 

  (3)取濃度 50%的香蕉皮發酵水先在吐司上噴 10 次，然後放在露臺 5 分鐘後取回蓋

上外蓋，用膠帶封存，各做三重複（D1、D2、D3）。 

  (4)另取吐司培養皿先放露臺 5 分鐘，再取回噴濃度 50%的香蕉皮發酵水 10 次後蓋

上外蓋，用膠帶封存，各做三重複（E1、E2、E3）。 

2.實驗結果：（如表五、表六） 

無長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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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濃度 50%香蕉皮發酵水先噴與後噴對吐司長黴影響之時間表（ο代表觀察不到黴菌；

代表觀察到黴菌生長） 

 

表六、先噴和後噴香蕉皮發酵水與吐司長黴狀況關係表（表中有紅色圈Ｏ的表示有長黴） 

       方式 

天數 
先噴再放露臺 5 分鐘 先放露臺 5 分鐘再噴 

第 1 天 無長黴 無長黴 

第 2 天 無長黴 無長黴 

第 3 天 無長黴 無長黴 

第 4 天 

  

第 5 天 
 

 

      天數 

方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先噴

10 次

再放

露台 5

分鐘 

D1 ο ο ο        

D2 ο ο ο        

D3 ο ο ο        

先放

露台 5

分鐘

再噴

10 次 

E1 ο ο ο        

E2 ο ο ο        

E3 ο ο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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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天 

  

第 7 天 

  

第 8 天 

  

第 9 天 

  

第 10 天 
 

 

         

    3.結果整理： 

(1)先噴香蕉皮發酵水再放露臺 5 分鐘，與先放露臺 5 分鐘再噴香蕉皮發酵水兩者

都在第 4 天時開始長黴（如表六）。 

(2)先噴香蕉皮發酵水再放露臺 5 分鐘，比先放露臺 5 分鐘再噴香蕉皮發酵水的抗

黴性更好（如表六）。 

   

 （四）香蕉皮發酵水噴的次數多寡對吐司長黴的影響探討 

        1.實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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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先消毒無菌操作台，然後開啟無菌操作台。 

  (2)將吐司放在無菌操作台，用無菌培養皿取下吐司。 

  (3)同一人用相同噴瓶取濃度 50%的香蕉皮發酵水，先在準備好的吐司上各噴 5

次、15 次、25 次，然後放在露臺 5 分鐘後蓋上外蓋用膠帶封存，各做三重複

（C1、C2、C3）。 

(4)另取乾吐司培養皿先放露臺 5 分鐘後蓋上外蓋用膠帶封存，各做三重複（乾

C1、乾 C2、乾 C3）。 

2.實驗結果：（如表七、表八） 

 表七、以濃度 50%香蕉皮發酵水噴的次數與吐司長黴時間表（ο代表觀察不到黴菌；代表

觀察到黴菌生長） 

     天數 

濃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乾吐司 C1 ο ο ο ο ο      

C2 ο ο ο ο ο ο     

C3 ο ο ο        

噴香蕉

皮發酵

水 5 次 

C1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C2 ο ο ο ο ο ο     

C3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噴香蕉

皮發酵

水 15次 

C1 ο ο ο ο ο ο     

C2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C3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噴香蕉

皮發酵

水 25次 

C1 ο ο ο ο ο ο     

C2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C3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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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以濃度 50%香蕉皮發酵水噴的次數與吐司長黴時間表（表中有紅色圈Ｏ的表示有長黴） 

  次數 

天數 
乾吐司 5 次 15 次 25 次 

第 1 天 無長黴 無長黴 無長黴 無長黴 

第 2 天 無長黴 無長黴 無長黴 無長黴 

第 3 天 無長黴 無長黴 無長黴 無長黴 

第 4 天 

 

無長黴 無長黴 無長黴 

第 5 天 

 

無長黴 無長黴 無長黴 

第 6 天 

 

無長黴 無長黴 無長黴 

第 7 天 

    

第 8 天 

  

    

第 9 天 

    

第 1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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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結果整理： 

 (1)無噴香蕉皮發酵水的乾吐司在第 4 天即有部分開始長黴，到第 7 天時全部長黴。 

 (2)以濃度 50%香蕉皮發酵水噴吐司，不論是噴 5 次、15 次或 25 次數，在前 6 天時

均未長黴。而在第 7 天~10 天三組均僅有 1 個培養皿長黴。 

  

   （五）不同濃度香蕉皮發酵水對小白菜生長的影響探討 

    1.實驗步驟：（如圖 3）。 

         (1)將穴盤填滿培養土。 

 (2)每個穴盤均種五顆小白菜種子，共種 280 顆。 

 (3)將穴盤分成四組，分別用純水、濃度 25%、濃度 50%及濃度 100%之香蕉皮發酵

水澆之，每天每次各澆 10cc。 

         (4)紀錄小白菜發芽率及出土至葉最頂部之長度，並計算出平均身長。 

   圖 3、不同濃度香蕉皮發酵水對小白菜發芽的實驗流程圖 

    

挑選完整無蟲蛀的

小白菜種子 

將小白菜種子種入穴

盤，每個穴盤均種 5

顆種子 

第七天發芽的情形 怕鳥啄加裝紗網保

護 

 

  2.實驗結果：（如表九、表十、表十一、圖 4）       

表九、不同濃度的香蕉皮發酵水對小白菜身長影響之紀錄表：（未發芽以空白表示） 

天數 第 7 天 第 14 天 

濃度 水 25% 50% 100% 水 25% 50% 100%                               

   

小
白
菜
的
身
長(cm

) 
                                                                                                          

3.6 4.7 1.5 0.3 6.3 1.9 3.8 2.8 

2.4 4.3 1.3 2.4 4.8 5.3 3.2 4.5 

5.3 5.3 2.3 1.3 4.8 5.2 3.9 2.3 

4.3 4.8 4.8 0.5 1.3 5.4 3.8 3.8 

2.9 0.1 2.8 0.3 4.3 2.3 4 3.7 

4.3 0.1 4.4 0.5 3 5.8 0.7 3.6 

4.3 3.8 4.5 0.2 5.6 3.9 3.8 1.2 

4.6 3 1.2 1.4 7.3 5.5 4.2 0.1 

4.3 0.1 4.1 0.9 5 5.2 1.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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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8 0.9 2.2 6 4.9 4.1 2.1 

2.9 1.5 3 5.3 5.3 4.9 0.5 0.1 

0.3 1.5 2.5 0.2 3.8 0.5 4.3 1.8 

6 1.3 3.7 1.6 3.8 2.9 4.4 4.5 

4.5 1 4.5 0.6 4.3 0.5 4.3 2.8 

5.2 2.1 4.7 0.7 5.3 0.1 5.3 4.2 

3.3 5 4.3 0.3 5.3 0.8 4.6 4.4 

2.3 4.3 0.9 0.6 5.2 3.1 4.7 3.2 

4.3 4.3 3.8 2.9 6.8 2.9 3.2 3 

3.8 3.4 3.1 1.2 6.3 6.2 4.7 3.1 

5.7 5.8 2.8 0.1 5.7 5.3 3.8 3.3 

4.6 3.8 0.3 0.1 3.7 4.6 3.8 2.3 

4 4.8 3.5 0.1 4.7 6.1 5.1 2.2 

2.3 0.1 5.1 2.4 5.6 6.8 3 3.4 

3.8 3.7 3.8 0.6 6.3 6 3.7 3.7 

3.8 4.6 4.4 2.3 4.3 0.8 3.3 2.3 

5.3 0.8 4.8 3.4 6.2 4.8 3.2 1.7 

4.8 2.3 4.5 1.8 4.8 4.2 2.8 0.5 

4.8 4.1 2.7 2.2 3.8 3.8 2.8 0.7 

4.8 3.9 3.6 1.3 5 5 4.8 1.5 

5.2 3.2 4.2 0.3 4 2.8 5.2 2.7 

1.4 4.5 3.8 4.4 5 0.9 5.7 2.5 

2.3 2.6 2.8 3.9 2.1 5.3 2.3 3.1 

3.1 4.6 3.7 2.5 5.8 5.8 5.3 3.7 

0.1 1.3 1.8 2.5 4.3 6.8 5.7 3.6 

4.2 2.3 3.3 3.6 4.8 4.5 4 1.5 

4.3 4.8 3.3 1.8 4.4 1.8 4.3 4.8 

2.3 5.5 1.8 1.2 3.3 6.3 5.2 3.4 

5.7 2.3 1.9 1.3 6.4 0.1 6.8 2.3 

1.1 4.1 1.9 3.2 6 3.7 5.3 2.1 

4.3  2.9 0.6 4.3 5.8 3.7 3.2 

5  3.1 0.1 2.3 4.7 3.3 3.6 

5.8  4.6 2.8 3.3 4.4 4.7 3.3 

0.1  2.7 0.6 3 4.2 4.7 3.8 

5.2  0.8 0.2 2.3 2.3 6 0.1 

4  4.1  5.4 2.3 3.2 2.8 

4.5  4.8  4.9 4 5.3 2.5 

3.3  2.8  6.5 5.2 6.4 0.1 

5.4  1.4  5.8 1.8 4.1 2.3 

小
白
菜
的
身
長(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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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3.3  4.2 2 3.4 1.5 

3.6  1.3  5.9  5 3.8 

5.2  3.8  5.7  0.1 3.3 

4.3  3.3  5.9  2.2 6 

4.3  2  4.7  4.1 3.9 

5.3  1.3  3.8  3.8  3.1 

3.7  3.2   4.4   3.2 

1.8    5   2.9 

4.5    4.6    

3.3    1.7    

5.3    2.4    

4.7    6.2    

4.2    5.8    

    7    

    4.1    

    5.7    

    4.6    

    4.8    

    3.4    

    0.4    

平均身長(cm) 3.93  3.12  3.08  1.52  4.76  3.87  3.99  2.79  

 

  表十、不同濃度香蕉皮發酵水與小白菜生長關係表 

項目 發芽顆數/種植顆數 發芽率 平均身長(cm) 

濃度 第七天 第十四天 第七天 第十四天 第七天 第十四天 

水 61/70 68/70 87% 96% 3.93 4.76 

25% 39/70 49/70 56% 69% 3.12 3.87 

50% 51/70 54/70 73% 76% 3.08 3.99 

100% 44/70 56/70 63% 80% 1.52 2.79 

        

   表十一、不同濃度香蕉發酵水對小白菜第 7 天至第 14 天平均身長成長率之關係表 

項目 純水 25% 50% 100% 

平均身長差(cm) 0.83 0.75 0.91 1.27 

成長率 21.07% 24.07% 29.53% 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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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結果整理： 

        (1)小白菜第 7 天的平均身長為：純水>濃度 25% >濃度 50% >濃度 100%香蕉皮發酵

水。 

     (2)小白菜第 14 天的平均身長為：純水>濃度 50% >濃度 25% >濃度 100%香蕉皮發酵

水。 

        (3)小白菜第 7 天至第 14 天時，其平均身長的成長率為：濃度 100% >濃度 50% >濃度

25%香蕉皮發酵水>純水（如圖 4），其中濃度 100%的成長率為其他三者的 3~4 倍。 

        

   （六）濃度 100%香蕉皮發酵水對小白菜抗蟲以及柳丁抗黴性的影響探討 

       1.實驗步驟：  

        (1)將相同塑膠盤填滿培養土。 

        (2)將每個塑膠盤均種 5 顆小白菜種子，共種 90 顆。 

        (3)將塑膠盤均分成兩組，一組裝在藍色籃子，一組裝在紅色籃子當對照組，每天每

個塑膠盤各澆水 50ml。 

(4)10 天後，在藍色籃子裝的小白菜植株每天用濃度 100%之香蕉皮發酵水噴 5 次，

在紅色籃子裝的小白菜植株則噴水 5 次，柳丁處理方式亦相同。 

        (5)紀錄小白菜被蟲咬的情形及柳丁抗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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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實驗結果：（如表十二）。 

   表十二、香蕉皮發酵水對小白菜抗蟲效果與柳丁抗黴性之時間關係表 

日期 香蕉皮發酵水 純水 

第 

3 

天 

  

第 

12 

天 

  

第 

15 

天 

  

開始有蟲食，蟲食葉片 9 片 開始有蟲食，蟲食葉片 19 片 

第 

17 

天 

  

蟲食葉片 23 片 蟲食葉片 43 片 

第 

21 

天 

  

蟲食葉片 29 片 幾乎被蟲吃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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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天 

  

還有殘存的葉片 死光了 

       3.結果整理： 

         (1)只噴純水的小白菜較噴香蕉皮發酵水的小白菜，被蟲食的情形較為嚴重。 

         (2)沒噴香蕉皮發酵水的柳丁其腐敗時間較快。 

陸、討論 

一、香蕉皮放入罐中於室內進行發酵，文獻記載要泡泡很少或搖晃後泡泡馬上消失才是

發酵好的香蕉皮發酵水，結果到第 10 天時仍然有很多泡泡，於是把它拿到室外曬太

陽，第 12 天時泡泡就幾乎沒有了，以此判斷已完成發酵。由於發酵液中會有很多小

屑屑，因此需用濾網進行過濾取澄清液來做實驗。並將澄清液進行稀釋備用，可以

發覺香蕉皮發酵水濃度越低顏色越淺，顏色由深至淺為 100%>50%>25%。 

二、使用不同濃度香蕉皮發酵水比較其抗黴效果，到第 12 天時抗黴效果為香蕉皮發酵

水濃度 100% >濃度 50%>濃度 25%>純水；持續觀察到第 30 天發現香蕉皮發酵水防

黴效果仍為 100%>50%>25%>純水（如圖 5-8，框有 O 為有長黴）。 

    

圖 5. 噴水第 30 天時

長黴情形 

圖 6. 噴 25%香蕉皮

發酵水第 30 天時長

黴情形 

圖 7. 噴 50%香蕉皮

發酵水第 30 天時長

黴情形 

圖 8. 噴 100%香蕉皮

發酵水第 30 天時長

黴情形 

 

三、香蕉皮發酵水噴在吐司上，到底要先噴再放露台，還是先放置露台後再噴，哪一種

抗黴效果比較好？經過 10 天觀察，結果為先噴再放置露台的抗黴效果會比較好。到

了 25 天兩者的呈現還是以先噴再放置露台的吐司其抗黴性較佳（如圖 9、圖 10）。

由此實驗可進一步確知香蕉皮發酵水較佳的使用方式，以增加其抗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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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第 25 天先噴香蕉皮發酵水後再放置 圖 10.第 25 天先放置後再噴香蕉皮發酵水 

 

四、香蕉皮發酵水噴的次數會不會影響抗黴效果？以 100%的香蕉發酵水各噴 5 次、15

次、25 次在吐司上，結果發現不論噴的次數為何均在第 7 天開始長黴。但到了第 25

天時，噴的次數與抗黴效果是噴濃度 100%和 50%比噴濃度 25%好（如圖 9-12）。 

    

圖 9.乾吐司第 25 天

長黴情形 

圖 10.吐司第 25 天

噴 5 次香蕉皮發酵

水長黴情形 

圖 11.吐司第 25 天

噴 15次香蕉皮發酵

水長黴情形 

圖 12.吐司第 25 天

噴 25次香蕉皮發酵

水長黴情形 

 

五、探討不同濃度的香蕉皮發酵水對小白菜的發芽率，種下第 7 天小白菜發芽數為濃度

50% >100%>25%，推測可能跟剛開始發芽時，濃度 50%香蕉皮發酵水的養分比其他

濃度較適合小白菜發芽成長。而到第 14 天變成噴有香蕉皮發酵水的小白菜發芽率為

濃度 100%>50%>25%>純水，推測可能小白菜成長後對濃度 100%的香蕉皮發酵水的

養分具有較佳的接受度。 

     六、植物發育生長的生命過程可約略分成營養生長期、分化期和生殖生長期 3 個階段，

配合植物營養生理需求，適時適量施用肥料可以增加植物的生長（黃瑞彰，2018）。

不同濃度的香蕉皮發酵水對發芽後的小白菜，從第 7 天到第 14 天小白菜的平均身

長成長率為：香蕉皮發酵水濃度 100%>50%>25%>純水，推測是因為香蕉皮中的養

分為植物所需，所以濃度較高的香蕉皮發酵水才讓小白菜長得較快，與前面文獻敘

述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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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有噴香蕉皮發酵水的小白菜在第 15 天都開始有蟲食痕跡，但是食痕面積都不大。

第 21 天只澆水的葉片被蟲啃食精光，噴有香蕉皮發酵水的葉子還是有綠意，由此

可以證明噴香蕉皮發酵水具有防蟲效果。到第 27 天可能蟲子只能吃噴有香蕉皮發

酵水的葉子，所以葉子還是被啃食了大部分，但小白菜植株還活著。 

     八、在做對小白菜防蟲實驗時，想知道既然香蕉皮發酵水可以抗黴菌及細菌，那是不是

可以延長水果的保存期限？於是一同買入 6 顆柳丁，將柳丁各 3 顆放入藍色籃子與

紅色籃子中，藍色籃子每天噴香蕉皮發酵水 5 次，紅色籃子每天噴純水 5 次，結果

發現紅色籃子柳丁在第 21 天時，3 顆柳丁的皮都呈現黃褐色或咖啡色，而藍色籃

子的柳丁皮顏色還都呈現鮮黃色。可見噴香蕉皮發酵水可以抑制柳丁腐壞的速度，

加長柳丁的保存期限（如圖 13、圖 14）。 

  

圖 13.噴香蕉皮發酵水第 21 天圖 圖 14.沒有噴香蕉皮發酵水第 21 天圖 

     

柒、結論 

一、用香蕉皮發酵水噴在吐司上，抗黴效果是濃度 100%>濃度 50%>濃度 25%>純水；且

先噴再放置露台的抗黴性優於先放置露台後再噴的組別。 

二、香蕉皮發酵水對於小白菜的初期發芽有抑制效果，但葉子與根長出來後噴有香蕉皮

發酵水的小白菜成長率為：濃度 100%>濃度 50%>濃度 25%>純水。 

三、有噴香蕉皮發酵水的小白菜比只噴純水的小白菜，具有較佳的防止蟲食效果。 

四、香蕉皮發酵水對植物的發育有一定的效果，且適合用於抗黴與防蟲，例如：預防樹

上成熟果實遭到蟲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讓賣場的蔬菜、水果產品延長保存期限，

如此既可以減少化學品的使用，減少成本支出，又可以將農業果皮廢棄物轉換為天然

抗黴資材，一舉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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