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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加入已滅菌的礦物油，油量需蓋過培養基，
礦物油可減少水分散失並隔絕空氣，降低真菌
的生長代謝活動。若礦物油過多，反而可能造
成真菌無法呼吸而死亡。重新活化菌株時，必
須減少培養基塊上沾附的礦物油，初次活化的
菌株生長緩慢，再次轉接可恢復菌株生長速
度。此法保存之菌株可存活5-10年。

4. 冷凍乾燥保存法：用於保存真菌孢子。以脫脂
牛奶作為冷凍保護劑製作孢子懸浮液，滴入玻
璃安瓶內，以無菌棉花填充暫時封口，使用冷
凍乾燥機進行乾燥，乾燥後密封安瓶，並冷藏
保存。以此法保存真菌可存活數十年，活化時
僅需以無菌水回溶乾燥孢子。

5. 超低溫冷凍保存法：此法為目前最佳的菌種
保存法，各大菌種保存中心多採用此法保存菌
種，本館亦採用此法保存菌株。 

的真菌進行研究時，取出菌種以37℃水浴回溫，
於適當培養基上培養活化即可。目前本館正式保
存的真菌菌株約3000多株，最早的菌株已經保
存長達30年以上，經回溫培養後仍然活著！
常見菌種保存法
真菌的生命力很強，通常只需要有水和最低限

度的養分就可以供其生存。實驗室的菌株大多
生長在培養基中，並維持適當的溫度和濕度。雖
然保存菌株並非難事，但當需要長期保存大量的
真菌時，礙於有限的人力無法頻繁的更新轉接菌
株，因此真菌學家們發展出各種便利的方式，使
真菌能在低活性的狀態下存活多年，且不改變其
特性。
1. 繼代保存法：將真菌接種於含有適當斜面培養
基的試管中，並定期將菌種轉移至新的培養基
上以維持菌種活性，可置於室溫保存，需每2
至3個月轉移繼代一次。若存於4℃冰箱中冷
藏保存，可約4至6個月後再進行繼代轉接，有
些菌種的轉接期甚至可以達1至2年之久。此
法不需特殊設備且方法簡單，適合一般實驗室
用來短期保存真菌菌株，但菌種經多次轉移
後，可能會失去其活性特徵，且多次轉接菌種
的操作過程中，一不小心就可能造成污染。

2. 無菌水保存法：以螺旋試管裝入無菌水，將
生長於平面培養基上的菌絲切成適當大小的
立方體，將菌塊放入無菌水中，再將試管鎖緊
並以石蠟紙密封，置於室溫保存，通常可保存
2-3年，大多真菌不會失去活性。此方法非常
簡單，但仍需要定期繼代移植，故不適合用於
超長期保存。

3. 礦物油保存法：在裝有斜面培養基的菌株試管

科博館的真菌標本蒐藏庫中保存有3萬份以
上的乾燥標本，是臺灣屈指可數的真菌標

本館之一，但大多數的民眾或是真菌研究者並不
知道，本館另設有不對外開放的真菌菌種種原
庫。相對於真菌標本蒐藏庫保存的是乾燥死亡的
真菌標本，菌種種原庫保存的是活的真菌菌株，
保存活的菌種對保存生物多樣性非常重要，並可
以作為未來真菌相關研究與應用的材料。
科博館真菌菌種種原庫
由本館人員自野外採集回來的大型真菌子實
體，趁其仍有活性時，將產孢的菌褶或其他部位
朝下放置於乾淨的紙上，經過一夜就能收集到孢
子印。孢子印是由大量的孢子堆積而成，除了可
作為真菌形態鑑定之依據外，將仍具有活性的孢
子，以無菌水稀釋並沈澱在培養基上後，在適當
的溫度和濕度下，孢子就會萌芽並長出菌絲，待
菌絲大量增生後，即可進行後續的實驗觀察或選
擇適合的方式保存菌種。若孢子無法成功萌芽，
可能是該真菌無法單獨生長於培養基上，或是所
使用的培養基不適合該菌株，也可能是孢子已失
去活性。木生真菌因菌絲生長於作為基質的木頭
內，可將與標本一同採集到的木頭部分剝開，取
其內部的組織置於培養基上培養，也能得到活
的菌種。自野外分離培養出的真菌菌種，經過本
館研究人員鑑定與進行相關研究後，會再進行適
當處理並放入液態氮凍存系統予以長期保存（圖
1）。本館的真菌菌種採用超低溫冷凍法保存，將
真菌培養在平面培養基上，切取適當大小之菌絲
塊放入冷凍小管內並加入抗凍劑（圖2、3），經可
程式溫度遞降儀（圖4）降溫至 -70℃，並放入液
態氮槽中長期保存（圖5），待需要進一步使用活

圖1 本館人員正將菌種放入液態氮凍存系統中

圖5 液態氮凍存系統內部樣貌

圖4 可程式遞降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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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培養在平面培養基上之真菌菌絲體，切取適當大小之菌絲塊。

圖3 放有菌絲塊與抗凍劑之冷凍小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