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3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抑」飲「兒」盡，飲料抑菌乎？ 

㇐、摘要 

    本研究先測試了幾種常見的市售飲料，直接就口喝後，分別於喝後過㇐定時間取 100μl 塗盤，藉以觀

察内部細菌生⾧的概況。培養基上的細菌隨著喝完的時間增加而變少，因此推測它們有抑菌的效果。而後我

們改為精準定量口水(100μl)後加入飲料，以確保控制變因不會因「直接就口喝」有所改變，最終得到的結果

則與原實驗大致相同。 

    接著我們決定選擇成分較簡單的綠茶來探究其抑菌效果的來源，並透過比較自行泡茶

及市售罐裝茶的細菌生⾧狀況，來確定抑菌物質來源是否為添加物。最後本研究鎖定兒茶

素及咖啡因，欲測試其是否有抑菌能力。並從培養的細菌中，挑選 5 種較常出現的菌種，

設計實驗，探究兒茶素及咖啡因對細菌生⾧之影響。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從小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飲料喝完就不能放久」已經成為㇐種不容置疑的常識。

再加上在網路上查看到的資訊，其內容寫道：飲料放越久細菌滋生越多，看到這裡，學過

生物的人都能看出些端倪。因為罐裝飲料是密閉環境，理論上會符合族群成⾧曲線，所以

新聞中寫得「越來越多」，看似合理，實際上則尚待考查。因此我們秉持著科學的精神，

虛心請教老師後設計嚴謹的實驗，希望能以數據來推翻此說法，並探討有無特殊因素從而

導致結果有所偏差。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研究不同飲料中的細菌生⾧狀況 

二、探究茶類中抑菌物質成分 

三、研究兒茶素及咖啡因對口腔內不同種細菌的影響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壹、研究過程及方法 

㇐、研究流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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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 洋菜培養基製備 

    取 20 公克 LB Agar 粉末置入燒杯，加入水待其全部溶解，再加入 500ml 的容量瓶，

加水至 500ml。搖晃均勻後放入滅菌釜中滅菌。降溫後，在無菌操作台中將其平均倒入培

養皿中，凝固後封上 parafilm 放入冰箱備用。 

   (二) 養細菌及觀察 

    1. 飲料直接就口喝後，分別於喝後過㇐小時、四小時、七小時、㇐天和兩天，搖晃均

勻後，用微量滴管吸取 100μl 滴入無菌的洋菜培養基中，再用消毒過後的 L 型玻棒將其均

勻塗盤。然後將其放入細菌培養箱中培養，五天(120 小時)後記錄培養基上的菌落數數量和

其型態。 

    2. 先將口水吐在空的培養皿上，再用微量滴管吸取 100μl 加入飲料中。之後步驟同

上。 

 

貳、初步研究結果（實驗㇐） 

㇐、討論 

    我們將培養基上的菌落數量記錄下來並繪製成折線圖 (圖二)。這些數據說明了飲料內

部確實有某些物質在影響細菌的生⾧。從可樂的數據推斷，其內部應存在著能養細菌生⾧

的物質，抑或是口水內細菌不適合在酸性環境生⾧，這也推翻了我們之前在新聞看到的內

容，但也不能說飲料內完全無菌，只能說數量沒到非常的多。至於舒跑、綠茶和紅茶的細

菌生⾧情況㇐度困擾著我們，重複做了好幾次也是得到差不多的結果。且仔細觀察不同時

間的培養基，發現喝後過㇐小時和兩天的細菌型態差異非常大(圖三和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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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論 

   因為口水中有很多種細菌，每種細菌對飲料內部抑菌物質的對抗程度又不同，所以才

會導致型態差異很大。在舒跑、綠茶及紅茶中，經過競爭後，最後僅有少數菌被篩選出來，

但由於是密閉環境，廢物累積太多，導致最後細菌量變得比前面的幾組的少。 
    經過㇐番討論，我們決定針對茶類進行後續的實驗探討。因為可樂的菌落數極少，沒有

明顯細菌生⾧的消⾧狀況。舒跑內部則是有抑菌的物質，能夠在㇐開始(㇐天以內)，有效的

降低細菌量，但時間㇐拉⾧，對抑菌物質抗性較高的細菌，便開始快速生⾧。而我們無法確

認市售罐裝茶之抑菌效果是否因為其化學添加物，但茶類可以自行利用茶葉泡出，成分也較

簡單，因此，為了能更好的掌握其抑菌物質，我們設計了進㇐步的實驗以驗證此假說。 
參、設計實驗（實驗二） 

㇐、自行泡茶 

    為了確定抑菌物質是否為化學添加物，我們自行泡了綠茶及紅茶，置入容器放入滅菌

釜滅菌後放涼。取用適量口水後，重複「實驗㇐：養細菌」的實驗步驟並記錄。 

    結果如我們所料，其細菌生⾧情況皆和市售罐裝茶無太大的差別，所以我們推論其內

部抑菌物質為兒茶素或咖啡因。經過文獻查詢，發現大部分的相關文獻皆著重於紅茶中茶

黃質的抑菌效果，而較少針對綠茶內兒茶素的研究。因此，我們在接下來的實驗中，鎖定

綠茶進行兒茶素與咖啡因之抑菌效果的探討。 

二、養細菌 

    取 6 公克的 LB 粉末置入燒杯，加入水待其全部溶解，再加水至 150ml 的容量瓶中。

搖晃均勻後放入滅菌釜中滅菌。降溫後，在無菌操作台中，從先前養好的菌落中挑選幾種較

常見的細菌(編號 1 到 5)投入。將其放入細菌培養箱培養㇐天後，對 1 號到 5 號菌進行了革

蘭氏染色法，並拍下它們在顯微鏡下的型態，主要有球菌(2 號、4 號、5 號)、桿菌(1 號)和

鏈球菌(3 號)三種，且都是陽性菌。(圖五及圖六，由左到右分別是㇐號至五號) 

 
 

 

圖三（一小時） 圖四（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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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兒茶素與咖啡因的設計實驗 
   (㇐) 配置水溶液 

    為了取得較純的藥品，我們從網路上購買了純化綠茶素膠囊和咖啡因。  

  取 5 公克的兩種粉末，用無菌水配成飽和溶液，再將其稀釋成原濃度(飽和)的 1、1/5

和 1/10 倍。然後投入無菌的紙錠，浸泡 20 分鐘，取出後放入試管備用。 

   (二) 設計實驗 

    將養有細菌的液態培養液，用微量滴管吸取 100μl 滴入無菌的洋菜培養基中，再用消

毒過後的 L 型玻棒將其均勻塗盤。塗完盤後，將紙錠從試管中取出，輕放在塗好的培養基

中，紙錠濃度為原飽和溶液的 1、1/5、1/10 倍，不同濃度的紙錠各放置兩片，㇐盤共六

片。然後將其放入細菌培養箱中培養。 

 

肆、研究結果（實驗二） 

㇐、細菌分布 

   (㇐) 兒茶素 

    觀察培養基可以發現，浸泡過兒茶素水溶液的紙錠周圍，出現了㇐個細菌無法生⾧的

環形空白區域(即抑菌環)(圖七)，且紙錠所泡的溶液濃度越高，其抑菌環的直徑越大。我們

將此環的直徑紀錄並繪製成表格(圖八)，此結果正驗證了兒茶素的抑菌效果。有趣的是，

能在綠茶中存活到實驗末期(喝後過兩天)的 4 號菌，對兒茶素的抗性最強，空白區域最

小；而大量出現在實驗初期(喝後過㇐小時)的 5 號菌，抗性則最弱。 

 

 

 
 

 

 

圖六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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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咖啡因 

    浸泡過咖啡因的紙錠周圍則皆未出現抑菌環(圖九)(以 1 號菌作為代表)，顯示其無抑制

細菌生⾧的能力。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 

    從我們的設計實驗中，清楚的驗證了兒茶素的抑菌效果。最後，回歸我們最初的主

題，也是㇐開始引起我們好奇心的問題：飲料就口喝過，放了㇐段時間後，能否繼續飲

用？而依據最㇐開始的實驗數據，可推測常見市售罐裝飲料中，有添加具有抑菌效果的化

學物質。這類物質能抑制細菌的生⾧與繁殖，甚至使某些抗性較差的細菌死亡，導致觀測

到的菌落數減少。即使是含糖綠茶這類較富含營養的罐裝飲料，也會因茶的作用使細菌的

繁殖速度大打折扣。 

    因此，即便將喝過的飲料放置於常溫中，㇐定時間內再度飲用所攝入的細菌量也不

多，成功推翻了網路上的錯誤資訊以及「不容置疑」的常識。我們測試過喝㇐口飲料所進

入的口水量大約是 5μl 至 10μl，但是，加入的口水量到 25μl 以上時，塗有喝過後兩天飲

料的培養基上就有出現菌落。因此，飲料就口喝過後，還是將飲料於開封當日飲用完畢較

適當，避免喝下了「細菌湯」！ 

 

二、應用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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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文獻整理，我們了解到兒茶素與血管生成、細胞胞外基質降解、細胞凋亡的調節、

保護神經作用、影響多種細胞內信號通路、基因調控和蛋白質功能的調節等機制皆有相互作

用，但目前對其內部的完整反應方式尚不清楚。即便如此，相信仍可藉由調控發酵時間與溫

度等因素來保證飲料中兒茶素含量與活性，以提升飲品的安全性。在實驗證明其抑菌效果

後，我們也認為，或許有朝㇐日能將兒茶素含量納入食品標示中並言明其抑菌效果，以供消

費者作為選擇市售飲品時的指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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