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
族館裡花花綠綠的珊瑚，除了供人觀賞，其珍貴

的萃取物還可製作美妝保養品，小小一瓶 30∼

50ml就要動輒數千元，相關藥妝品產值每年高達新台

幣 30億元以上，但採捕野生珊瑚會破壞生態環境，成

為推動產業升級的犧牲替代品。在「南台灣產業跨領域

創新中心」的推動下，工研院與中山大學、國立海洋生

物博物館合作，成功研發人工珊瑚室內環控養殖系統技

術，兼顧生態環境保育與產業需求。

協助工研院與南台灣產業跨領域能量連結的長興材

料工業股份公司副董事長蕭慈飛表示，除了植物工廠

外，這次珊瑚的養殖如同「海底工廠陸上化」，不僅能

成為美妝保養品的原料，更能回歸到海洋，為過去已被

破壞的海底珊瑚進行生態復育，同時美麗的珊瑚也能成

為海底觀光的重要資源。

人工養殖珊瑚取代進口

目前許多的海洋系列保妝產品，都是添加加勒比海柳

珊瑚的海鞭子萃取物，知名美妝品牌更是向美國加州大

學聖地牙哥分校買下此一研發專利，顯見此一技術的重

要性。而四面環海的台灣，周圍海域的珊瑚種類達 400

多種，海生館與中山大學在多年的研究下，也成功在台

灣海域的軟珊瑚上找到具良好抗發炎活性與保濕效果的

海底工廠陸上化

人工養殖台灣珊瑚　
頂級美妝首選
頂級保養品成分中所含的珊瑚萃取物，目前原料都來自國外野外採集，透過「南台灣跨領域科技創新中

心」的推動，成功在室內環境透過環控系統養殖珊瑚，大量繁殖後，將可穩定原料的品質與產量，減少

採集天然珊瑚的問題。
撰文／張維君　攝影／王士豪、黃鼎翔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公司副董事長蕭慈飛協助工研院與南台灣產業

跨領域能量連結，希望能為過去已被破壞的海底珊瑚進行生態復

育，同時美麗的珊瑚也能成為海底觀光的重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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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物，如今結合工研院的環境控制技術，成功研發人

工珊瑚室內環控養殖系統技術。

工研院中分院溫室系統技術中心經理花士豪指出，國

外進口的海鞭子萃取物價格高昂，每 100公克要價新台

幣 15萬元以上，導致產品價格不具競爭優勢，產業難

以突破發展。另一方面，中山大學與海生館研究團隊已

找到可以和加勒比海柳珊瑚功效媲美、甚至更佳的珊瑚

萃取物，卻遇到在珊瑚人工養殖上難以量產的問題。因

此，南台灣產業跨領域創新中心便選擇以珊瑚為主題，

結合過去有農作物溫室環控栽種經驗的工研院與海生

館、中山大學研究團隊共同進行高值海洋生物環控培育

系統的研發。

經過七個多月的研發建置與培育過程，目前工研院已

找出成功繁殖珊瑚的生長環境條件，能順利在室內進行

人工繁殖。不同於加州大學直接透過野生採集的方式獲

取珊瑚，經由人工繁殖不會在採集過程中破壞生態，且

更有機會能達到大量生產，使作為化妝品原物料的珊瑚

萃取物供應量更為穩定。

環控工程提高再現性

海生館研究員、同時也是東華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教

授宋秉鈞指出，在海生館半開放的天然海水環境中養殖

珊瑚多年來已累積不少經驗，品質可受控制，但珊瑚的

生長速度卻較為緩慢，且受限於海生館硬體環境限制，

無法另闢場域大量繁殖。此外，珊瑚與其上共生藻易受

外界環境影響，大雨或颱風過後的海水都會影響其生

長，因此在工研院實驗室的水缸中養殖，模擬接近天然

的生態系，給予最適合珊瑚生長的特定光源，期待能快

速且大量養殖珊瑚。

工研院中分院溫室系統技術中心研究員張祐嘉指出，

人工珊瑚的養殖是近 50年才慢慢開始發展的新領域，

透過系統與工程方式，且在實驗室選擇人工海水養殖更

是前所未有的嘗試，包括所需的光照顏色、光照強度、

水流、珊瑚所攝取的食物、營養鹽以及溫度等都影響著

珊瑚的生長，因此養殖的經驗與方法仍不斷在累積。

珊瑚有許多不同品種，而指標性成分含量高的卻只在

某特定品種上可以萃取出來，因此當成功萃取出指標性

工研院在中分院實驗室養殖珊瑚，模擬接近天然的生態系，給予最適合珊瑚生長的特定光源，期待能快速且大量養殖台灣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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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含量高的珊瑚時，就須把當時的環境變因控制住以

便複製培育。張祐嘉強調，透過環境控制工程來養殖才

有辦法拉高再現性，能再次培育出指標性成分含量高的

珊瑚。

此外，珊瑚可以透過無性生殖來繁殖，經由人工切割

使其增生新的珊瑚，然而在天然海水中養殖進行人工切

割，所造成的珊瑚損傷幾乎是該批切割數目的一半，而

透過環控系統則可以穩定住其生長環境，切割後大約仍

有七、八成的存活率。

悉心照料　遠端監看生長

透過環控工程進行養殖比起在天然海水養殖有許多

優點，然而這一路走來並不順遂。在無前人經驗可循

下，從水缸的尺寸大小、放置地點、空調溫度的決定等

這些環境建置的起始條件總共耗費三個月才確定下來。

等到開始放入珊瑚養殖時，即使有海生館的經驗可以參

考，然而畢竟天然海水環境與水缸養殖仍然有極大差

異，因此研究團隊耗費五個多月終於找到最適合珊瑚生

長的環境條件。

花士豪說，養殖珊瑚比起栽種農作物難度要高上許

多，珊瑚是兼具動物與植物

特性的生物，尤其原生長在

流動的天然海水中，因此在

水缸養殖就必須製造出流動

的環境，水需要經過過濾，

將廢棄雜質去除掉再將珊瑚

需要的養分保留下來加回

去。在嘗試調整環境變因的

過程中，曾經有次隔天來上

班後發現整缸的珊瑚全部死

光，而且組織已被分解，整

缸水變成黑色，研究團隊嚇

了一大跳，隨即在養殖實驗

室安裝攝影機，以便隨時遠

端監控珊瑚生長情形。

所幸這一切並非全部從頭

開始，過去工研院就已經研

發一套農作物栽種環境控制系統，現在將養殖珊瑚需要

的水質／流場、鹽度／溶氧／ pH監測、養料、微生菌

監控等功能加入，並整合 LED光源、溫溼度控制等功

能，就能透過珊瑚環控養殖系統的操控介面來控制珊瑚

生長所需要的水質、光、流場與養料。

花士豪進一步指出，一開始是以人工控制系統的方

式來養殖，等系統蒐集足夠的參數後，系統即可智能

化地依照生物不同生長階段自動建議調整環境控制功

能，因此適合剛接觸養殖工作的新手透過系統來學習

養殖。

穩定產量　整合養殖供應鏈

現階段珊瑚已能成功在水缸中養殖生長，下一階段就

是擴大規模大量繁殖，穩定的產量將是產業發展關鍵。

計畫初期將先整合珊瑚養殖的供應鏈廠商，工研院將扮

演類似種苗場的角色大量繁殖珊瑚後，提供給珊瑚養殖

業者繼續量產培育。

花士豪指出，台灣的珊瑚養殖業者目前大都從東南

亞國家進口觀賞用的珊瑚再透過通路銷售給民眾，因

此結合已有基本珊瑚養殖能力的業者組成供應鏈，較

工研院與中山大學、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合作，已找出成功繁殖珊瑚的生長環境條件，能順利在

室內進行人工繁殖。

30

在地新能量  前進南台灣創新局
FEATURES 封面故事



有機會達成第一階段珊瑚萃取物年產 50公斤的目標；

而另建工廠進行一條龍的大規模養殖生產，也是考慮

方案之一。

珊瑚養殖成功後，下階段便是由中山大學海洋生物

科技暨資源學系教授溫志宏的團隊，進行珊瑚的活性

分析與動物試驗。溫志宏指出，珊瑚萃取物除了用於

美妝保養品具保濕、美白功效外，其抗發炎性更可用

於糖尿病傷口癒合、燒燙傷以及異位性皮膚炎等方面

的修護與治療。

年底成立新創公司

溫志宏說，目前已成功在室內養殖的珊瑚萃取物中

發現指標性成分，預計再經過一個多月的分析，確保室

內養殖的珊瑚沒有存在其他可能副作用，便能進行下階

段試驗。團隊也預計於今年底成立新創公司，繼續投

入化妝品與新藥研發，因此希望鼓勵更多珊瑚養殖業

者加入珊瑚的養殖，提高產值，同時這些人工養殖型

珊瑚萃取物製成的原料也能協助本土美妝、生技業者，

以較低的研發成本投入頂級保養品的研發。

工研院以科技與工程角度共同投入高值化海洋生物

環控研究計畫，期望珊瑚在科學方法養殖下能加速生長

並維持品質，以大量供給生技產業提升產業發展，同時

更能回歸海洋進行珊瑚復育並帶動海底觀光，讓台灣不

枉費擁有豐富海洋資源，真正邁向海洋國家發展。  

工研院人工養殖珊瑚研究團隊在中分院主任黃添富（左三）、中分院溫室系統技術中心經理花士豪（左四）帶領下，以科技與工程角度共

同投入高值海洋生物環控研究計畫，期望珊瑚在科學方法養殖下能加速生長並維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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