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如何建構你的免疫力?   

談「β -(1,3)/(1,6)葡聚多醣體」 

1.葡聚多醣體是什麼？ 

葡聚多醣體是源自菇蕈類(如靈芝、樟芝、冬蟲夏草、巴西蘑菇、雲芝..等)、有
益細菌、真菌、酵母菌、及植物細胞壁的葡萄糖聚合物，為一種獨特的自然物
質，它是不能以化學方法合成製造的，但卻性狀穩定。不管從何物萃取出 β-葡
聚多醣，尤其以 β -(1,3)/(1,6)-glucan 多醣體功效最好。  

2.人體為何需要使用葡聚多醣體？ 

 利用生物科技從酵母菌中萃取出來的 β -(1,3)/(1,6)-葡聚多醣體，能夠讓使用者
使身體的細胞及組織機能提升、預防各種疾病，甚至癌症的發生。邁入二十一
世紀人類普受環境污染，不良食品添加劑、藥物殘留及生活壓力的種種緊迫，
利用 β -(1,3)/(1,6)-葡聚多醣體去除自由基、排毒，使身體的免疫機制能有效的強
化是非常重要的養生策略。 

 3. β -(1,3)/(1,6)-葡聚多醣體是否可用來取代或減少抗生素之使用？  

抗生素及藥物的濫用，己被認為是人類康及環境的大敵，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將公元 2007 年全面禁止舊有抗生素的使用。因此利用免疫增強劑來加強人體或
動物體的天然抵抗能力已是不可抗拒的趨勢。在所有的免疫增強劑中，葡聚多
醣體（β -(1,3)聚醣或 β -(1,3)/(1,6)-葡聚醣等）為科學家公認是增強人體抵抗力且
最無副作用最佳的物質。若能善用葡聚多醣體提昇人體免疫細胞的功能，則罹
病的機會當然會大為降低，對病人的復原亦會有所助益，相對亦能降低抗生素
及藥物的使用量。  

4. β -(1,3)/(1,6)-酵母菌葡聚多醣體與藥物有何差別？ 

從化學結構來看藥物是化學合成，人體很難有酵素將之分解，必須靠肝臟、消
化道或腎臟將它排出，它進到體內雖可殺滅病原菌，但亦可能對人體細胞產生
毒性，殘留於正常細胞。 

葡聚多醣體是不能以化學方法合成的有機聚合物，在人體雖然沒有酵素將之消
化利用，但它進入人體後可啓動並調節人體的免疫機制，而不會破壞細胞產生
副作用，存在身體上的 β -(1,3)/(1,6)-葡聚多醣體可為腸道的有益微生物利用或為
身體各組織的吞噬細胞消化掉，不會有任何的副作用產生。 

從兩物質的功效比較起來，藥物有可能發生立即性的作用，而 β -(1,3)/(1,6)-葡聚



多醣體則是以漸進式的來達到目的，須較長時間的使用，才能顯現效能，藥物
會產生毒性及副作用，而 β -(1,3)/(1,6)-葡聚多醣體則不會。  

5.葡聚多醣體是否具有毒性，在使用中是否會產生副作用？  

β -(1,3)/(1,6)-葡聚多醣體是一種完全不具毒性之物質，過去的臨床實驗亦顯示此
物質不會產生任何副作用，美國食品藥物局(FDA)更把它列為可安全食用的自然
物質，可絶對放心使用。 

6.葡聚多醣體大量使用是否會『過度刺激』免疫系統反應？  

葡聚多醣體的作用機制主要是活化巨噬細胞及其他免疫細胞，即使巨噬細胞提
高應付不良因子的能力；葡聚多醣體只有在它與細胞膜上受器結合後才能啓動
免疫機制活化的作用，但人體細胞結合情況逹到飽合和程度，細胞就不再接受
葡聚多醣體，因此細胞亦不會發生所謂”過度刺激”的現象。 

事實上，葡聚多醣體進入人體組織或血液的多醣體，而又未充分的與免疫細胞
或其他功能細胞作用者，會被體內的吞噬細胞（Kupffer cell）清除，若 β 
-(1,3)/(1,6)-葡聚多醣未進入血液或淋巴系統而留於腸道則可被利用為腸道益生
菌之食物，使腸內益菌有效的再成長，使腸道之消化機能順暢，因此從理論與
事實來看 β -(1,3)/(1,6)-葡聚多醣體並無過度攝取之虞。  

7.葡聚多醣體是否會與其他化合物或藥物之作用相互衝突？是否可以混合使
用？  

因為葡聚多醣體之生化性狀很穩定，不會與其他藥物作用或產生化學變化；由
於葡聚多醣體能發揮應有的抗病功能，與藥物同時使用時更會使藥物有加乘效
果。多年來臨床證明，葡聚多醣體經良好的製造、純化後可用為注射及食用之
安全物質，可與任何化合物、藥物混合使用，無安全之慮，更有加乘作用，可
有效的減低藥物之副作用。  

8.糖尿病患者是否能夠服用 β -(1,3)/(1,6)-葡聚多醣體？  

β -(1,3)/(1,6)-葡聚多醣體屬於機能性的醣頪。近年來之研究發現使用葡聚多醣
體，所激發的 IL-1 細胞素，有促進胰島素分泌，且被證實對於動脈硬化的改善
有正面之效果。因此，β -(1,3)/(1,6)-葡聚多醣體已普遍用來協助糖尿病患之康復。  

9. β -(1,3)/(1,6)-葡聚多醣體對胃腸消化道供那些幫助？ 

葡聚多醣體含有細胞成長因子（UGF），不為小腸吸收多餘的 β -(1,3)/(1,6)-葡聚
多醣體進入大腸可作為有益菌的營養供給，可促進腸道有益菌群如乳酸菌等之
有限成長，對腸胃道的健康有很大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