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CNPH9603 

計畫名稱：中草藥之藥物劑型設計與應用 

 
 

計畫類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CNPH9603 

執行期間：96 年 1月 1日至 96 年 12月 31日 

 

計畫主持人： 林恆弘 

計畫參與人員：許立人、施美份、陳秋蘭 

 
 
 
 
 
 
 
 
 

執行單位：藥學系 

 
 
 

中華民國 97 年 3月 31日 



 
 
 
 
 
 
 
 
 
 
 
 

     

摘要 

草本植物抽提後乾燥之粉狀成分，未經特殊包裝則會出現吸濕性高與易腐敗

等問題；本研究分兩部份，以繖形科植物南嶺前胡為模式藥物，針對其主成分進

行藥理活性評估，並藉由處方與劑型設計加以克服保存上安定性欠佳之缺點；即

中草藥成分採用藻酸鹽聚合體包覆經凍晶乾製成控制釋放圓粒，進一步探討製程

因素對圓粒劑型理化性質、主成分安定性的影響。結果顯示，南嶺前胡萃取液對

於UVB所引起之皮膚細胞的彈性蛋白(elastin protein)及前膠原蛋白(pro-collagen) 

mRNA 的抑制都呈現出不具明顯影響，在酪胺酸酶的活性分析中，南嶺前胡萃

取液對酪胺酸酶的活性並沒有明顯影響。再則，將中草藥乾燥成分採用藻酸鹽聚

合體包覆經凍晶乾製成的圓粒，可遮蔽中草藥成分不良的氣味，有效降低吸濕

性，並具有對酸鹼感應之控制釋放的效果。 

 

前言 

南嶺前胡 (Peucedanum longshengense Shanet Sheh) 為多年生草本，根頸粗

壯，，存留多數枯鞘纖維，灰褐色，或淺棕色；根細長圓錐形，不分枝或有時分

枝。 莖圓柱形，髓部充實，有細條紋輕微突起，無毛或上部有極短毛，上部分

枝。 基生葉多數，具長柄。 葉片輪廓為寬三角形，有呈 3 裂的，也有呈二回三

出分裂的，頂端的 3個裂片基部聯合，常下延，下面一對羽片具柄，其餘皆無柄，

末回裂片為卵形或卵狀菱形，先端漸尖或急尖，基部呈楔形，圓形或截形，具鈍

鋸齒或呈淺裂狀，邊緣稍厚，有短毛，上表面主脈上常有毛，下表面無毛，厚紙

質；莖上部葉具短柄，葉片形狀與基生葉相同，較小。 覆繖形花序分枝較多，

花序梗上端密生粗毛；花柱短，彎曲，花柱基圓錐形。 果實長圓形，分生果背

部扁壓，長約 6毫米，寬 3毫米，背棱線形，尖銳突起，側棱呈翅狀，棱槽內有

油管 1-2，合生面油管 4-6，油管稍粗大。 胚乳腹面平直或微凹入。 花期 7-8

月，果期 8-9月。 



 
 
 
 
 
 
 
 
 
 
 
 

     

南嶺前胡(Peucedanum longshengense)屬繖形科(Apiaceae)，於 1986 年被發現

的一種新種 1)。分布於中國大陸廣西省北部及將西省南部，生長於 800～2100公

尺的山坡林緣路旁及山頂草叢中 2)，近年台灣南部被引進栽培，民間應用於抗氧

化及癌症治療。至 1997 年 P. Huang研究發現其根部含有大量 khellactone骨架化

合物；(＋)-pteryxin及 D-mannitol化合物 3)。至目前為止，只有成功大學化學系

吳天賞教授進行其葉部之成分分析 4)，共分離得到 39個化合物，其中 21個屬

coumarins 類化合物，5個屬 benzenoids 類化合物，3個屬 sterols 類化合物，

sesquiterpenoids、monterpenoids 及 alkaloids 類化合物各 2個，lignanoid、flavonoid

類化合物各 1個及 erythritol等。南嶺前胡之藥理活性研究尚無文獻報導。 

前胡屬植物已知有 48種被研究其化學成分及藥理作用，此屬植物之成分類

屬有 Coumarins、Chromones、Flavonoids、Benzenoids、Terpenoids、Sterols及少

量 Alkaloids等。前胡屬植物近代之藥理研究具有抗微生物作用、抗癌、抗血小

板凝集、抗高血壓、抗過敏、抗氧化、抗發炎、抗糖尿病及鎮咳等作用。而南嶺

前胡植物至今只有 P. Huang及吳天賞教授分離其葉部成分，其藥理活性試驗至

今尚未有文獻報告。故本植物極具開發價值，今結合本校藥物科技研究所及藥學

系在成分分析、藥理學及藥劑學等的資深教師，將南嶺前胡植物由其組織基原鑑

定、活性成分分析、藥理活性、毒理及將活性成分製備成適用劑型等，作ㄧ系列

整合型研究，並將研究結果提供未來在開發本植物各項產品之依據。 

此外，中草藥熱潮與全球草藥產品市場正持續大幅成長，預估到 2006 年，

全球中草藥市場將突破 350 億美元；如何把握中草藥之品質及開發中草藥與其相

關產品，以提高中草藥產值，已成為國內產、學、研各界積極研究的課題。國內

中草藥可區分為科學濃縮製劑，以及傳統的飲片和傳統劑型，除飲片外，方便使

用最常見的劑型仍屬散劑，而散劑中草藥易吸濕、易發霉、難計量以及如何確保

民眾用藥安全等問題，為強化中草藥現代化，並帶動傳統中草藥加值，有利進入

國際市場，仍有待劑型研究來改善。早期的丸劑是圓粒劑型的開端,自 1949年以

後才獲得製造技術上的突破,逐漸將粒徑改小,同時研發出多種處方的圓粒劑型;

隨後由於製造機器的不斷進步,使圓粒控釋劑型也因此隨之興起 9-11）。圓粒劑型

口服後可迅速分散於消化道中,不但能提高製劑之接觸面積,避免藥物吸收受阻;

在不影響藥物生體可用率的情況下,亦可減少血中藥物濃度的劇幅變化,降低可



 
 
 
 
 
 
 
 
 
 
 
 

     

能之藥物副作用。其次,使用圓粒劑型能減少胃排空時間與總通透時間的差異性,

使個體間和個體內的血中濃渡的差異度降至最低,而圓粒劑型的多體特性,則可

避免因藥物全釋所造成的局部藥物高濃度,產生對消化道管壁的刺激與傷害。就

圓粒控釋劑型而言,藉由處方與包覆膜衣
（12-14）的選擇,可有效控制藥物的釋出速

率;另外,目前已有將不同藥物的圓粒混合在同一劑型中,而這些藥物可以是化學

不相配合的,也可以是同一劑型中包含數種不同釋出速率之同一藥物圓粒,藉此

將藥物輸送至消化道內之特定吸收部位。由於圓粒劑型之多樣化設計及其與生俱

有的特點,可符合改善藥物療效和提高安全性的目標,自研發以來,在製藥界即快

速佔有一席之地。 

 

實驗方法 

 

一、活性評估： 

組織基原鑑定部分:由於南嶺前胡屬新品種，其植物組織鑑定未曾有文獻報

告，故本子計畫首對本植物之根莖葉各部位，利用組織切片，建立其組織鑑定圖

譜。 

成分分析部份：於 3月南嶺前胡(Peucedanum longshengense)花期，採集其花

蕾，經剪碎後秤重，以 95%EtOH浸泡 3個月，過濾，收集濾液，經減壓濃縮至

乾，秤重。預留 5g作為預試驗及活性評估試驗用。將餘量提供給子計畫(二)及(三)

進行藥理及藥劑學等試驗。 

其餘 EtOH 萃取物再以 H2O 及 CH2Cl2等溶媒進行分配萃取，即得 H2O 及

CH2Cl2 層等各萃取層。各萃取層也依各分配萃取層之極性，先進行粗分成幾個

Fraction。各 Fraction 再依其極性大小，選擇適當層析材質，分別進行順相或逆

相管柱層析、薄層層析及製備型高效液相層析，進行成分分離、純化及構造決定。

所得純化物再利用 UV、IR、1HNMR及MS等光譜分析決定其構造式。 



 
 
 
 
 
 
 
 
 
 
 
 

     

功效評估部分：將 EtOH 萃取物、H2O 及 CH2Cl2各萃取層先取少量分別進

行 Trolox當量總抗氧化能力試驗、清除 DPPH自由基試驗及對 U937細胞毒性試

驗及有效成分促進 U937細胞吞噬 Klebsiella pneumoniae –gfp(肺炎桿菌)試驗。 

Trolox當量總抗氧化能力試驗 5)及清除 DPPH自由基試驗 6)，主要評估本植

物之各萃取層之抗氧化供氫能力。Trolox當量總抗氧化能力試驗主要利用 ABTS

與 peroxidase及 H2O2反應產生 ABTS+，此為一相當穩定之藍綠色物質，於 734nm

波長下具有吸收，抗氧化劑(本植物之各萃取層稀釋溶液)之加入會抑制此顏色的

產生，既吸光值愈低，樣品抗氧化效果愈佳。DPPH之 EtOH溶液在 517nm下會

有強吸光，若被抗氧化劑(本植物之各萃取層稀釋溶液)還原時，則吸光值降低，

即在 517nm的吸光值越低，表示抗氧化劑的供氫能力越強。 

細胞毒性試驗以 Cell Counting Kit-87)方法進行對 U937(類人類巨噬細胞)細

胞毒性試驗，選擇對 U937細胞無毒之萃取層，再進行促進 U937細胞吞噬

Klebsiella pneumoniae –gfp(肺炎桿菌)試驗。篩選出具促進 U937細胞吞噬肺炎桿

菌有效之萃取層，並以此為篩選平台，進行有效成分之分析。 

胺酸酶的活性測試 8) (tyrosinase activity assay) 是採用 in vitro的方式，在 96

孔洞培養皿中，於每個孔洞中加入 70μl的 HBSS、10μl各種不同濃度的試劑或

酪梨萃取液，及 10μl之 12U 酪胺酸酶，放入 37 ℃培養箱中反應 30分鐘，然

後再加入 10μl的 10mM L-dopa，繼續放入培養箱中反應 30分鐘，採用 492 nm

的波長來測吸光值的變化量。 

 

 

 

 

 

 

二、圓粒製備： 

 

將中草藥粹取液、明膠溶液、PEG400、Tween80、PEG600溶液、甘油等以



 
 
 
 
 
 
 
 
 
 
 
 

     

適當比例混合，以氯化鈣溶液為固化液，由下方裝置製成圓粒，再經由凍晶乾燥

製成乾燥圓粒備用，進一步探討包埋率、吸濕性與安定性等性質。 

 

 

 
 
 

結果與討論 

結果: 

UVB明顯抑制 elastin的產生，然而南嶺前胡萃取液對於 UVB-inhibited Elastin 

protein 之作用（如圖 1a 及 1b 所示）並無明顯緩和之作用。UVB-inhibited 

Pro-collagne mRNA也出現同樣的結果：南嶺前胡萃取液對於也無明顯之作用如

圖 2a及 2b所示。 

 



 
 
 
 
 
 
 
 
 
 
 
 

     

Figure 1a南嶺前胡萃取液對於 UVB-inhibited Elastin protein之作用 

Elastin (65KDa) 

Control   UVB   -------------- 南嶺前胡萃取液 ------------ 

Fraction 1  Fraction 2  Fraction 3 

 
 

Figure 1b 

Internal control (α-tubulin, 56KDa) 

 
 

Figure 2a. 南嶺前胡萃取液對於 UVB-inhibited Pro-collagne mRNA之作用 

    UVB        Control      -------------- 南嶺前胡萃取液 ------------ 

Fraction 1  Fraction 2  Fraction 3 

 

Internal control (GAPDH 452bp) 

 
 

Figure 2b 

Pro-collagen (225bp) 

 
 

 

 

 

Figure 3. 圓粒成品 

 



 
 
 
 
 
 
 
 
 
 
 
 

     

 

 

Figure 4. 不同處方之圓粒包埋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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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圓粒成品之熱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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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南嶺前胡萃取液對於 UVB所引起之皮膚細胞的彈性蛋白(elastin protein)及前

膠原蛋白(pro-collagen) mRNA的抑制都顯現出不具明顯影響之意義，因為並無

任何有關南嶺前胡作用在抗皮膚老化之前例，因此推論可能須改變研究方向，如

探討南嶺前胡萃取液是否對MMP或 TIMP的活性有影響。 

在酪胺酸酶的活性分析中，南嶺前胡萃取液對酪胺酸酶的活性並沒有明顯影

響，因此對美白的活性並沒有影響。 

改變製程與配方可控制圓粒的粒徑大小，主成分的包埋率可高達 100%，熱分

析的結果顯示乾燥圓粒在貯存過程並未有明顯的吸濕現象，而主成分的釋離則與

周圍環境的 pH 值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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