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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 仙 果 ， 學 名 Ficus formosana 

Maxim.，屬於桑科（Moraceac）榕屬（Ficus 

genus）的多年生常綠小灌木。由於根莖會

散發奶香味，果實長像羊的乳頭，摘取果

實時會流出白色的乳汁，故別名羊奶頭、

羊乳埔、仙人桃等不同名稱。由於天仙果

的保健作用，常被選用做為藥膳燉補的材

料，但是目前市面上少有關天仙果藥膳包

產品。本研究針對本校學生喜好之茶包種

類進行調查，發現前三名之需求分別為補

氣補血、美容養顏及消除眼睛疲勞、筋骨

酸痛，因此針對上述之功效，搭配不同中

藥材，開發天仙果藥膳包產品，包含天仙

果養生茶包、天仙果養顏益氣茶包及天仙

果藥膳補湯。 

藉由 DPPH 抗氧化試驗，比較茶

包與藥膳湯包抗氧化能力，結果發現每 5

毫克之天仙果養顏益氣茶、天仙果養生

茶、天仙果藥膳補湯可以分別抑制 70％、

92％、100％之自由基產生，可見藥膳補湯

之抗氧化效果最佳，這可能與其加熱萃取

時間較長有關。 

 

一、前言 

   天仙果學名 Ficus formosana Maxim，

屬於桑科（Moraceac）榕屬（Ficus genus），

為多年生長的常綠灌木，全株具白色乳

汁、根莖會散發奶香味，分布在台灣低至

中海拔闊葉林中。因隱花果形狀像羊和牛

的乳房，摘取果實時會流出白色的乳汁，

而有「羊奶頭」、「牛奶埔」、「仙人桃」等

不同名稱，由於天仙果的保健作用，許多

民眾會把天仙果拿去浸酒、燉雞，進而用

做為藥膳燉補的材料，對保健身體、治療

酸痛很有效。 

    在中醫上，天仙果是一種很好的中草

藥資源，包括根、莖葉、果實，全株皆可

入藥，『臺灣中草藥圖鑑』中記載天仙果

具有袪風利濕、活血止痛、清熱潤肺、調

經理帶、解毒消腫之療效，另有人說它具

有健脾益氣、強筋壯骨的功效；尚還可以

治療勞倦乏力、氣血虛弱、腎虛腰痛，風

濕性關節炎，小兒發育不良，脫力勞傷等。 

近年來的研究顯示，自由基（ free 

radicals）、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和脂質過氧化作用 (lipid peroxidation) 與

人類疾病的發展，包括老化、癌症和心血

管疾病等有密切關係。人體代謝過程中會

產生自由基與活性氧。在正常狀況下，身

體之抗氧化系統會與自由基相抗衡，以維

持正常之生理狀況。當平衡遭到破壞時，

活性氧與自由基產生過量時，就會攻擊細

胞組織、細胞膜及基因核苷酸，而造成細

胞變異、傷害，且隨著年齡增加，體內防

禦系統也跟著降低，因而出現疾病或衰老

現象。而諸多的研究證實，各類植物中存

在多種型式的天然保健抗氧化物質 

(1,2,3,4) ，可以有效降低氧化傷害，減少疾

病發生機率。 

由於天仙果的保健作用，且具有乃香

味，受到消費者喜愛，因此常被選用做為

藥膳燉補的材料，但是目前市面上有關天



仙果藥膳包的相關產品非常少見，造成消

費者使用不便。因此本研究將進行臺灣天

仙果藥膳包產品開發研究，並將所開發產

品進行一般營養成分分析、抗氧化活性之

分析、抗氧化成分分析、安定性試驗及衛

生性試驗。期待開發品質確效的天仙果藥

膳包產品，作為消費者養生保健之應用，

並進而增加產學合作效能。 

 

二、材料與方法 

 (一) 藥膳包種類 

  藉由「藥膳包消費調查」問卷，調

查200份，回收187份，分別男性90份，女

性97份，年齡分布為20至25歲。調查結果

統計後發現需求最大之藥膳包種類前三

名，分別為補氣補血、美容養顏及消除眼

睛疲勞。藥膳包藥材配方經參賽學生、專

題指導教師與中醫師討論後選定。藥膳包

配方內容因申請專利暫時不公開。 

 

 (二) 藥材種類 

1、天仙果養顏益氣茶：乾燥天仙果葉子 

(圖 1)、陳皮、黃耆、當歸、白芍、甘草。 

2、天仙果養生茶：乾燥天仙果葉子、甘

草、杜仲、枸杞、決明子、黨參。 

  3、天仙果藥膳補湯：乾燥天仙果葉子、

莖部 (圖 2)、杜仲、枸杞、決明子、當歸、

川芎、白芍、熟地、茯苓、黨參、甘草、

紅棗。 

 

 

圖 1: 乾燥天仙果葉 

 

圖 2: 乾燥天仙果莖 

 

 

 

圖 3: 各式中藥材 



 

 (三) 藥膳包製作 

   將天仙果的葉子、莖洗淨後，與各式中

藥材 (圖 3) 以 40°c 烘乾 24 小時 (圖 4)，

再分別以粉碎機攪碎 (圖 5)。將上述各材

料依配方秤重後，茶包部分以專用內帶（大

約長 11×寬 7 公分）(圖 6) 密封，外面再

包裝一層茶包外帶（長 10.5×寬 8 公分），

茶包總重約為 7g (圖 7)；藥膳包總重約為

60g。 

 

圖 4: 藥材烘乾 

 

 

圖 5: 藥材粉碎 

 

圖 6: 茶包內袋 

 



 

圖 7: 藥材包裝 

 

三、結果與討論 

  (一) 茶包與藥膳湯包產品開發     

    天仙果具有活血化瘀及補氣功能，藉

由調查消費者對藥膳產品之喜愛程度，發

現消費者對沖泡式藥膳包之喜愛程度大於

水煮式藥膳包大於藥膳即時飲。分析其原

因可能是沖泡式藥膳包方便、價位較低及

適口性較佳，水煮式藥膳包因使用上較不

方便，而藥膳即時飲，因個人適口性較差，

導致整體接受度較不佳。 

    另一方面同時調查消費者對藥膳茶包

之需求種類，發現性別因素影響之差異頗

大，男性以去除眼睛疲勞及消除痠痛為首

需，女性則最在乎養顏美容及補氣補血。

推測跟男性長時間大量使用 3C 產品與線

上遊戲，女性則因有月經週期造成失血與

粉刺有關。 

    因天仙果葉單獨沖泡或煮食，具有濃

厚之青草味，茶湯顏色呈淡淡的黃色 (圖

8)，而莖部經煮食則具有苦味，適口性與

接受度皆不佳，故本實驗以天仙果搭配不

同之中藥材，經多次參賽學生與專題指導

教師與中醫師討論，分別針對男女性之不

同需求分別設計天仙果養生茶包及天仙果

養顏益氣茶包，並製作天仙果藥膳補湯包。 

 

 

圖 8: 乾燥天仙果葉茶湯 

 

   天仙果養生茶主要訴求保護眼睛，消除

疲勞痠痛，因此選擇以天仙果葉搭配具明

目功效之枸杞、決明子，及具強筋骨、補

肝腎功效之杜仲，因杜仲與決明子皆具苦

味，於是再搭配少量可調和藥性及甘甜味

之甘草。經反覆品評試驗，並找出最適配

方後，將此茶包經150毫升熱水 (70~80oC) 

沖泡，茶湯顏色呈褐色 （圖 9），第一口

喝下可以感受到淡淡的天仙果茶味，味道

為大眾化可接受程度，而且甘甜味會一直

圍繞在口腔喉嚨久久才散去，經久泡亦不

會有苦澀味。 

 



 

圖 9：天仙果養生茶包與茶湯 

 

   天仙果養顏益氣茶則以天仙果葉搭配

當歸、黃耆補血補氣，白芍養血調經，陳

皮消脂消脹氣，及少量調和藥性及甘甜味

之甘草。同樣經品評試驗後，並找出最適

配方，茶包經 150 毫升熱水 (70~80oC)沖

泡後，茶湯呈深褐色 (圖 10)，並可聞到淡

淡陳皮和當歸的香味，喝第一口時喝不太

出來中藥的味道，之後慢慢的會在喉嚨回

甘，泡久一點後就會喝到中藥材的香味和

些微苦澀的味道，但是甘甜味還是很重，

非常適合怕苦味的女性，而且可以幫助女

生養顏美容、增添自己臉上的好氣色。 

 

圖 10：天仙果養顏益氣茶包與茶湯 

 

    天仙果藥膳湯包 （圖 11）則是除上

述功能外，加入具提升免疫力之茯苓及川

芎，以預防感冒，配方以天仙果葉子、莖

部、杜仲、枸杞、決明子、當歸、川芎、

白芍、熟地、茯苓、黨參、甘草、紅棗等

藥材經過不斷試驗之後，發現以天仙果葉

子、莖部、杜仲、枸杞、決明子、當歸、

川芎、白芍、熟地、茯苓、黨參、甘草、

紅棗的配方味道最好，可搭配全雞或是麵

線燉煮，每包加入 1000 毫升的水量，或是

可由個人口味決定，燉補時間約為 1 小時

以上，剛燉好時的中藥香味不會太重，很

像市面上一般藥膳的味道，顏色也不會太

深，初期的味道比較清淡、甘甜，可以品

嚐到枸杞和甘草的甜味，帶點杜仲、當歸

和川芎的香氣，燉久之後味道全部融合再

一起，甘甜味就比較沒那麼重、非常好喝！

燉煮越久顏色會越深、味道也較濃郁。 

 
圖 11：天仙果藥膳補湯 

 

（二）茶包與藥膳湯包抗氧化能力分析 

藉由 DPPH 抗氧化試驗，比較茶

包與藥膳湯包抗氧化能力，結果發現

每 5 毫克之天仙果養顏益氣茶、天仙

果養生茶、天仙果藥膳補湯可以分別

抑制 70％、92％、100％之自由基產

生，可見藥膳補湯之抗氧化效果最

佳，這可能與其加熱萃取時間較常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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