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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澳門屬亞熱帶氣候，經常受海洋性氣候影響，以致天氣的濕度很高，尤其在春天的時候，

四周都濕漉漉，使人怪不舒服。 

 正因為空氣的濕度高，有助了霉菌的繁殖速度，所以平日較少使用或穿著的器具或衣

物，於長時間沒有使用後，便會出現一些奇怪的點點，此外，食物放久了也很容易發霉。原

來不同的物品或食品所產生的霉菌都各有不同，有的是綠色的；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灰黑

色的，在形態方面亦有所不同，它們有時呈球狀，有時呈塊狀。看到這些霉菌，令我們產生

了研究它們的興趣，為了更進一步了解霉菌的繁殖情況。我們揀選了三樣食材所為研究的樣

本，分別有白麪包、雞蛋蛋糕以及橙皮。 

 在研究中，我們設計了 3個不同的環境作為繁殖空間，包括有通風的窗台，黑暗的櫃裏，

還有自製的培植箱內。究竟在 3個環境中，哪一個樣本發霉的情況最為顯著？那便要留意以

下的研究報告。 

 

 

 

 

 

 

 

 

 

 



2008/2009 學年小學生動手做研究計劃----鮑思高粵華小學 

 3

目錄 

第一章  緒論 

一.研究動機……………………………………………………………4 

二.研究目的……………………………………………………………4 

三.待答問題……………………………………………………………4 

四.文獻探討……………………………………………………………4 

五.研究方法……………………………………………………………7 

六.研究進程……………………………………………………………7 

第二章  研究過程 

一.實驗設計與實驗結果之判斷………………………………………7 

二.實驗準備……………………………………………………………8 

三.實驗流程圖…………………………………………………………8 

四.實驗過程……………………………………………………………8 

第三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一.研究結論……………………………………………………………14 

二.研究建議……………………………………………………………15 

三.研究限制……………………………………………………………15 

參考網頁 ………………………………………………………………15 



2008/2009 學年小學生動手做研究計劃----鮑思高粵華小學 

 4

第一章  緒論 

一. 研究動機 

有時看見有些食物放久了，表面便會形成一些霉菌，尤其是在潮濕的天氣裡。那些霉菌

的形態很特別，有些是白色的，有些是綠色的，有的是紫色的，有些則是青青藍藍的，看起

來很有趣。因此，我們想過是次研究來多了解有關霉菌的東西。 
 

二. 研究目的 

1.認識形成霉菌的原因。 

2.了解 3種不同的食材（麪包、蛋糕與橙皮）在預設的環境中，形成霉菌的情況。 

3.了解於不同環境下形成的霉菌，在顏色、形態和氣味有何分別。 

4.認識避免食物發霉的方法。 

 

三. 待答問題： 

我們做「霉菌小發現」這個研究，是想知道解答以下問題： 

1.霉菌是甚麼？ 

2.霉菌是怎樣形成的？ 

3.比較麪包、蛋糕和橙皮的霉菌的形與色有甚麼不同？ 

4.比較在通爽、陰暗和在培植箱的環境下，霉菌的繁殖情況有何分別？ 

 

四.文獻探討 

1.霉菌 

 霉菌(Mold)是微機類的菌，它有極高生存能力，繁殖能力也極強，它和蘑菇、酵母屬於

同類微生物菌，在大自然的新陳代謝過程中，它們將死物腐爛而分解，保護大自然生態，若

沒有了霉菌，地球便會遍佈死物，而無法提供健康生存環節。 

 資料摘自:http://home.ipoline.com/~house/ch-mold.html 

  

霉菌又名黴菌屬於真菌類，生長的條件為攝氏 25 至 30 度、濕度百分之 60 至 90，屬弱

酸至中性，它必需在水份及營養充足的環境中才能生長及繁殖，所需的營養為空氣中的氮及

鎂塵埃等。 

資料摘自：http://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700811220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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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大多是多細胞微生物，菌體比其它菌類大，而黃曲霉毒素(Aflatoxin)是霉菌毒素

*(mycotoxins)的一種。霉菌的外形呈絨毛狀的菌絲體，是營養菌絲和氣生菌絲所組成。霉菌

的菌絲很長，一般每隔一定距離就有細胞壁隔開，每個細胞內都有明顯的細胞核，因此霉菌

是多細胞的微生物。氣生菌絲可以分化出繁殖器官，長出孢子。因種類不同，它們的繁殖器

官的形狀和孢子的顏色都不一樣。（例如曲霉的孢子有黃、綠、黑、白等色），一般霉類在

濕度 60％以下不會滋生，而絕大部份的菌類亦會於濕度 50%RH 以下死掉。 

 資料摘自:http://www.protech-tio2.com/Organism(1)/qr20.htm 

 

 大部份霉菌對人體都不會有大影響，只有少數的霉菌會直接損害我們的健康，也有極少

數某類霉菌被認為引致初生嬰孩夭折，當然這病例少之又少。每人身體不一，健康情況有異，

有些人，只要吸入小小這些某類化學物質便感到不適。不過，大部分人則要大量吸入才有影

響，甚至全無影響。 

資料摘自:http://home.ipoline.com/~house/ch-mold.html 

 

2.霉菌的繁殖 

 霉菌最喜歡在高溫和潮濕的環境裡繁殖，大部分霉菌是只能夠在顯微鏡下才看到的微小

真菌。在真菌家族中，部分種類會造成人類過敏或呼吸毛病。有少部分甚至會產生有毒物質，

引致急性的食物中毒。可以用肉眼看到真菌，就是我們所說的“發霉＂現象。如發霉的東西

是麵包、水果、香腸、果醬等，這是代表霉菌已生長到一個相當的程度，儘管將發霉的部分

切除，霉菌的菌絲 (root threads)早已侵入食物的其他部份，而會製造有毒物質的，正是這些

菌絲。 

資料摘自:http://www.protech-tio2.com/Organism(1)/qr20.htm 

  

霉菌有極高生存能力，繁殖能力也極強，它利用散播孢子(SPORE)繁殖，這些孢子極之

微細，肉眼看不到，它們在屋內、外漂浮，可說無所不在，無方消滅，遇到適合物件和水份

便成長成霉菌。霉菌為繁殖下一代，會生產孢子，也有小部份霉菌同時生產化學物質，隨著

空氣漂浮，故此，我們許多時都會吸入體內，那些孢子也會粘在食物表面，我們在進食時，

便一起吞入肚內。  

 有些霉菌生長在牆裡或隱閉地方而看不到，故此，就算看不到霉菌，但在室內嗅到發霉

或似泥土味，都要小心找找，持別是在長期潮濕的地方，如廚房洗碗盆附近、澡盆後面等地

方，可能要開小洞看看。 

資料摘自:http://home.ipoline.com/~house/ch-mold.html 

 

3.何謂「發霉」 

 發霉是指當「黴菌」生長在物體上，就是「發霉」了。 

「黴菌」是一種真核細胞，由於自己無法生產養分，因此喜歡附著在其他物質上以吸收養分。

「黴菌」的外觀可分為兩部份「孢子」和「菌絲」，孢子的作用很像植物的種子，找尋適合

的地方繁殖，一旦孢子固定後，就會長出菌絲，擴張自己的領土。那「黴菌」只有讓動植物

生病的害處嗎？不！「黴菌」的功用可大呢！像大名鼎鼎的藥品「盤尼西林」，就是利用青

黴菌製成的；還有廚房調味用的醬油、味噌及豆腐乳都有「黴菌」的參與；有些乳酪也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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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黴菌」來增加風味，例如白黴乳酪、藍黴乳酪。不過這種黴菌乳酪會有一股強烈的氣味，

喜不喜歡就因人而異了。 

資料摘自:http://www.pshome.com.tw/learning_detail.asp?serno=379 

 

 

4.食物發霉的原因 

 食物發霉的原因----食物發霉與溫度和濕度有關，在溫暖和潮濕的條件下容易發霉。 

任何食物，在常溫下放置一段時間後都會變質。有的發霉結塊，有的腐爛發臭，有的變酸等。 

引起食物變質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 

1.微生物作怪。環境中無處不存在微生物，食物在生產、加工、運輸、儲存、銷售過程中， 

很容易被微生物污染。只要溫度適宜，微生物就會生長繁殖，分解食物中的營養素，以 

滿足自身需要。這時食物中的蛋白質就被破壞了，食物會發出臭味和酸味，失去了原有 

的堅韌性和彈性，顏色也會發生變化。 

2.酶的作用。動物性食物中有多種酶，在酶的作用下，食物的營養素被分解成多種低級產 

物。平時看到的飯菜變餿、水果腐爛，就是碳水化合物被酶分解後發酵了。 

3.食物的化學反應。油脂很容易被氧化，產生一系列的化學反應，氧化後的油脂有怪味， 

如肥肉會由白色變成黃色。 

變質的食物不僅外觀發生變化，失去原有食物的色、香、味品質，營養價值也會下降，還

會含有相應毒素危害人體健康。 

資料摘自:http://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7007050801596 

 

5.防霉方法 

食物類的東西最好保存在冰箱內，而浴室廁所使用後應保持乾燥，衣服要收藏時應先洗

淨，徹底清除污垢。不常穿的衣服要不時拿出來晒晒太陽、吹吹風。衣櫃中放入乾燥劑，也

是防止濕氣的好方法。 

資料摘自:http://www.pshome.com.tw/learning_detail.asp?serno=379 

 

 我們在日常生活不難發現霉菌，當霉菌出現的時候，也是春天到來的時候。 

在霉菌界中，有有益的，也有對人體有害的，若適當地把益菌加注在食物裏面，會產生

令人意想不到的效果。不過，假如霉菌出現在不對的地方，如：衣物、牆壁，甚至食物上，

就會令人十分討厭。上文，我們提到很多有關霉菌的資料，以下我們將會嘗試自己繁殖霉菌，

並要揭開它們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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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方法 

1.研究方法 

a.認識霉菌變化----資料分析法  

b.比較 3個樣本的霉菌的繁殖情況----實驗法 

c.比較在通爽、陰暗以及在培植箱的環境下，霉菌的繁殖情況----實驗法 

 

六.研究進程 

1.九月中，初定研究主題---霉菌； 

2.九月底至十月上旬，蒐集研究資料，落實研究方法與進程； 

3.十月下旬決定取樣樣本，並進行觀察及記錄其變化； 

4.十一月初抽取九個樣本的霉菌樣本作深入觀察； 

5.十一月底總結觀察記錄； 

6.十二月歸納研究結果； 

7.一至二月整理一切研究資料並撰寫報告。 

 

第二章  研究過程 

一.實驗設計與實驗結果之判斷 

1.實驗設計 

a.落實取樣樣本為 3個，分別為：麪包、蛋糕與橙皮； 

b.佈置 3個不同的實驗環境，分別為：1.室內通風環境（自然室窗台前）； 

2.黑暗環境(自然室櫃內)； 

3.自製培植箱內(置於自然室內) 

c.把 3 個樣本放在 3個不同的實驗環境中進行觀察，為期兩星期； 

d.利用視覺與嗅覺來觀察和比較 3個樣本霉菌繁殖的情況； 

e.利用顯微鏡觀察 3個樣本的霉菌，並以畫圖作記錄； 

f.總結霉菌的繁殖情況與外在環境的關係。 

 

2.實驗結果之判斷 

成功—樣本中有霉菌生長 

失敗—樣本中沒有霉菌生長 

  

 在這次實驗中我們利用白麪包、雞蛋蛋糕和橙皮來作實驗樣本，因考慮到觀察的時間以

及衛生問題，三個樣本都會獨立的放在一個有蓋的膠盒內，蓋的頂部有一小洞透氣，而每個

膠盒內都會放一顆沾濕了的棉花，大小約一顆魚蛋左右，目的是加速霉菌形成的時間。因須

把 3個樣本放在 3個不同的環境內進行觀察，所以每個樣本都需要準備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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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我們設計了三個不同環境進行霉菌培植，為方便觀察，3 個樣本都會放置在學校

的自然室內。第一個是在自然室窗台前的位置，這組樣本名為「通風組」；第二組是在自然

室內洗水盆下的櫃內，這組樣本名為「黑暗組」；第三組將放在自製的培植箱內，這個培植

箱是自然室的孫老師替我們製造的，這組樣本名為「溫室組」。 

培植箱的是利用一個有蓋的盛物膠箱改造的，首先鋪上夾棉，再把有夾棉的錫紙鋪箱的

四周及上下位置，再放進一個 20 瓦的小燈泡，藉以產生溫暖的效果，完成了後，箱內的平

均溫度約為攝氏 40 度。 

 我們在 3個環境中，都會放上 3個樣本，接下來便會進行兩星期的觀察及記錄，在這兩

星期裡，五人會輪流作就當天溫度、相對濕度及樣本情況作記錄。 

 

二.實驗準備 

 這次實驗所需的物品和工具，除了培植箱需稍作準備外，其他都很容易買得到。實驗物

品有半磅白麪包、一塊雞蛋蛋糕，至於橙皮更不用多說了。至於盛樣本的膠盒，可用一般食

肆作外賣用的膠盒來用。 

 

三.實驗流程圖  

 

 

 

 

 

 

 

 

 

 

 

 

 

 

 

 

四.實驗過程 

1.實驗前準備 

 因為 3個樣本都可直接買回來，不用特別準備，其中要特別注意的是盛樣本的器皿，要

清洗淨，一定要抹乾，後才把樣本放進去。（圖一至三） 

研究樣本:  
1.白麪包 
2.雞蛋蛋糕 
3.橙皮 

實驗過程 
把 3個樣本放在 3個不同的環境中進行觀察，為期兩星

實驗結束

實驗失敗

實驗成功

整理資料

總結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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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驗進行 

 器皿準備好以後，便要把 3個樣本放進器皿內，然後把 3個樣本分別放在 3個預設的環

境中，進行兩星期的觀察（圖九至十一）。 

A. 1利用膠杯弄出圓形麪包(圖四)。 

2在孫老師的指導下學習把棉花沾

水，再放到器皿中，這樣有助加

速樣本霉菌繁殖(圖五)。 

 因要分為 3組，所以每個樣本 

 都要準備 3份（圖六至八）。 

 

 

 

 

 

 

 

 

B. 

 

 

 

 

 

1這是自製的培植箱，箱內溫度約

保持攝氏 40 度。我們把「溫室組」

樣本放進內，觀察在溫暖的環境

下，霉菌的繁殖情況會否跟其餘兩

組有別 

（圖十二至十三）。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十二 

 
圖四 

 
圖九 

 
圖六 圖七 

 
圖八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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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一星期後…… 

 

 

 

 

 

 

 

 

 

 

 

 

 

 

 

 

 

 

 

 

 

 

 

 

 經過一星期的觀察後，3個樣本顯然產生變化。在 3個預設的環境中，樣本都出現發霉

的現象，但各個的霉菌多少各有不同，當中以麪包樣本的發霉情況最為嚴重，它們已失去了

本來的白色，已變成了灰色的，在表面更出現一些綠色的霉菌。（圖十四至十六） 

 若以放置樣本的環境來觀察，以「黑暗組」的發霉情況最為顯著。「黑暗組」樣本是放

在自然室的櫃內，沒有接觸陽光。（圖十四至十九） 

在氣味方面，3個樣本中以蛋糕散發的味道最為濃烈，在氣味中夾雜了一些酒的氣味，

相比之下，麪包和橙皮所產生的氣味不屬太難聞，都是一些食物變壞了的味道（圖二十至二

十三）。 

 

 

 

 

 

 

 

「通風組」--麪包 

 
圖十四 

「黑暗組」--麪包 

圖十五 

「溫室組」--麪包 

 
圖十六 

「通風組」--蛋糕 

 
圖十七 

「黑暗組」--蛋糕 

圖十八 

「溫室組」--蛋糕 

 
圖十九 

「通風組」--橙皮 

 
圖十七 

「黑暗組」--橙皮 

圖十八 

「溫室組」--橙皮 

 
圖十九 

 
圖二十 

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圖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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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兩星期後…… 

 

 

 

 

 

 

 

 

 

 

 

 

 

 

 

 

 

 

 

 

 

 

 

 

 完成兩星期的觀察後發現，3個樣本（麪包、蛋糕和橙皮）都有顯著的變化。在觀察期

的第四天後，各個樣本中已明顯看到霉菌，所產生的霉菌的形態都不同，有些似青苔，有些

似毛毛球，顏色方面亦各異，有的綠綠的，有的灰灰的，有的白白的（表一及表二）。以下

將對 3個樣本所觀察到的情況分別敍述，如下： 

1麪包 

在三個組別的麪包樣本中，我們發現「溫室組」麪包的發霉情況最嚴重。霉菌看起來有

點像青苔，就連先前放在的棉花都長滿霉菌。此外，我們還發現器皿內有些水氣，這種情況

跟「黑暗組」是相類似，在器皿內都看見一些小水點，而「通風組」的則沒有看見（圖二十

四至二十六）。 

2蛋糕 

 在三個組別的蛋糕樣本中，我們發現「黑暗組」蛋糕的發霉情況最嚴重。那塊蛋糕最外

層的地方較為深色，比之前還深色，並且發出強烈的異味，似是酒味，還有點香蕉的氣味。

蛋糕中亦看見了有一些的黑點，這都是霉菌。至於我們聞到有酒味的原因是製造蛋糕的過程

中會加入糖，而糖發酵後會變成酒精（圖二十七至二十九）。 

 

「通風組」--麪包 

 
圖二十四 

「黑暗組」--麪包 

圖二十五 

「溫室組」--麪包 

圖二十六 

「通風組」--蛋糕 

 
圖二十七 

「黑暗組」--蛋糕 

圖二十八 

「溫室組」--蛋糕 

圖二十九 

「通風組」--橙皮 

 
圖三十 

「黑暗組」--橙皮 

圖三十一 

「溫室組」--橙皮 

圖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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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皮 

 在橙皮樣本方面，「通風組」與「黑暗組」的橙皮的中果皮都有明顯的發霉現象，其中

「通風組」的在橙蒂上有一些菌絲，形狀像球體，而用來盛「黑暗組」橙皮的器皿則有水份

出現，倒出來也有兩三滴，而整塊中果皮都變了淡淡的綠色。最後的「溫室組」橙皮發霉情

況沒前兩組那樣明顯，只是收乾了水份，在橙蒂的地方黑了點。用來盛橙皮的器皿內亦有些

少水氣（圖三十至三十二）。 

 

E.顯微鏡下的霉菌 

 利用肉眼觀察以後，我們在孫老師的協助下利用顯微鏡看看這 9個樣本的霉菌是怎樣，

並以畫畫呈現我們所看到的影像 (圖三十三至三十五) 。 

 

 

 

 

 

 

 

1顯微鏡下看霉菌--- ｣「通風組  

        

 

 

 

 

 

 

 

 

 

 

 
圖三十三 圖三十四 

 
圖三十五 

｣「通風組 --葉楚舜

 

｣「通風組 --楊展豪 

 

｣「通風組 --羅森豪 

 

｣「通風組 --梁卓賢

 

｣「通風組 --姚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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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顯微鏡下看霉菌--- ｣「黑暗組  

 

 

 

 

 

 

 

 

 

 

 

顯微鏡下看霉菌--- ｣「溫室組  

 

 

 

 

 

 

 

 

 

｣「黑暗組 --葉楚舜 ｣「黑暗組 --楊展豪

｣「黑暗組 --羅森豪

 

｣「黑暗組 --梁卓賢

｣「黑暗組 --姚偉成 

「溫室 ｣組 --葉楚舜  ｣「溫室組 --楊展豪

｣「溫室組 --羅森豪   ｣「溫室組 --梁卓賢

｣「溫室組 --姚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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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總結 

以下將以表格呈現 3個樣本在兩星期後的實驗結果，如下： 

表一：3種食物樣本的發霉情況 

樣本 發霉情況 樣本顏色 樣本氣味 其他觀察所見的情況

麪包 最顯著 
麪包變了灰色，表面上
有幾處長有似青苔的
綠色霉菌。 

有淡淡的食物變壞
了的氣味。 

------- 

蛋糕 顯著 

蛋糕顏色變得深了，而
且出現黑霉菌和白色
霉菌。整塊蛋糕質地亦
變軟了很多。 

打開蓋後味道最刺
鼻，有濃烈的酒味。

在觀察的第六日，「通
風組」蛋糕內發現幾條
小白蟲，有一條還爬了
出來。 

橙皮 顯著 
發霉的地方在中果皮
部分，發霉由橙蒂開始
伸延開去。 

沒有太大的味道，但
已失去了原來的橙
香氣。 

「通風組」和「黑暗組」
霉菌可以肉眼看得
見，但「溫室組」則較
難看到，只看到在蒂的
部分發黑了，橙皮水流
失，變得薄和乾。 

 

表二：樣本在 3 個預設環境中發霉的情況 

 「通風組」 

（自然室窗台前） 

「黑暗組」 

（自然室櫃裡） 

「溫室組」 

（自製培植箱內） 

麪包 蛋糕 橙皮 麪包 蛋糕 橙皮 麪包 蛋糕 橙皮 發 
霉 
情 
況 

顯著 顯著 顯著 最顯著 最顯著 最顯著 顯著 顯著 顯著 

  

 完成了兩星期的觀察後，我們發現樣本在 3個不同環境中所繁殖的霉菌都不同。當中以

「黑暗組」的樣本發霉情況最為顯著，因為那個環境符合霉菌生長條件，包括：潮濕、溫度

都最適合霉菌繁殖。正如前文提到，霉菌最適合生長的條件為攝氏 25 至 30 度、濕度百分之

60 至 90，而在我們觀察記錄中所錄得的資料顯示溫度和濕度都在該範圍之內。 

至於「通風組」的樣本，因為置於窗台前，容易接觸陽光，亦處於空氣較流通的地方，

所以樣本發霉的情況比不上「黑暗組」顯著；最後是「溫室組」，我們本來預計在「溫室組」

的樣本發霉情況會最快和最顯著，但實驗結果並不這樣顯示，關鍵在於箱內溫度經常保持在

攝氏 40 度有關，由於箱內溫度太高，水份容易蒸發掉，缺少了濕潤的空間，便不利霉菌生

長，所以效果亦不比「黑暗組」顯著。 

 

第三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一.研究結論 

1.霉菌的種類很多，有有益的，也有對人體有對的，而且繁殖過程複雜，繁殖包括有性繁殖

和無性繁殖； 

2.經過這次研究後，我們認識了不同物種發霉的霉菌，在顏色、氣味和形態都各有不同，但



2008/2009 學年小學生動手做研究計劃----鮑思高粵華小學 

 15

不變的是，外在環境是影響霉菌繁殖的主要因素； 

3.經實驗後發現，在溫度界於攝氏 25 至 30 度，濕度界於百分之 60 至 90 的環境下，最利於

霉菌的繁殖，故春天是霉菌繁殖的最佳季節; 

4.食物不宜暴露在空氣中太久，否則會增加發霉的機會，發霉的東西更不宜食用，以免引致

疾病。 

 

二.研究建議 

1.選取樣本方面 

不宜選用一些含有太多香科、色素和添加劑的食物，以免影響實驗結果。應儘量選用一

些天然食物，如水果。 

2.研究方法方面 

 應採用多於一個的樣本進行實驗，這樣有助比較。在觀察記錄時亦要注意控制溫度和濕

度。 

3.進行實驗的最佳時間方面 

 為了更有利繁殖霉菌，建議該實驗在春季進行，因為春天的天氣和暖，一般日子濕度較

高。 

 

三.研究限制 

1.由於進行該研究是在九月至十一月份，那時正是秋季，天氣比較乾燥，這樣的環境不利霉

菌的繁殖，即使要進行或會花較多時間觀察才見效果； 

2.因學校的顯微鏡的數目不足，未能做到一個研究員用一台顯微鏡，致在畫出顯微鏡下的霉

菌時無法做到邊看邊畫； 

3.進行觀察記錄時，因為要横跨兩星期，而我校的星期六和星期日都是假期，所以這兩天無

法進行觀察和記錄； 

4.在開會的時間較為緊迫，彼此難於相就開會時間，有時候更要利用中午的時間，進行午餐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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