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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化粧品開發與評估系統的建立-抗老化化粧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摘要： 

本計畫從傳統中藥補氣藥黃耆(AM)、補血藥何首烏(PM)、補陽藥杜仲(EU)

及補陰藥枸杞子 (LC)等天然原料中提取出抗皮膚老化之有效部分，進行皮膚抗

老化有效成分分析之研究。我們利用抗彈性纖維分解酵素、抗玻尿酸分解酵素、

抗酪氨酸酵素及抗自由基等四種生化活性分析當作抗老化有效成分分析的指

標。經過生化活性分析檢測後，我們發現，何首烏水萃取層(PMW)具有抗酪胺酸

分解酵素，枸杞子乙酸乙酯萃取層(LCE)具有抗玻尿酸分解酵素的活性，杜仲乙

酸乙酯萃取層(EUE)、枸杞子乙酸乙酯萃取層(LCE)、枸杞子水萃取層(LCW)、何

首烏乙酸乙酯萃取層(PME)、何首烏正丁醇層 (PMB)、何首烏水萃取層(PMW)、黃

耆乙酸乙酯萃取層(AME)具有抗自由基的活性。再更進一步的分段分析中，我們

更發現PME、PMB、PMW、EUE、LCE及AME層經管柱層析分段部分中PME-2、PME-3、

PME-4、PME-5、PMB-4、PMW-1、PMW-2、EUE-23、EUE-210、EUE-212、EUE-214、

LCE-及AME-7分段部分均具有很強的抗自由基的活性。 

另外，直接採用黃耆(AM)、何首烏(PM)、杜仲(EU)及枸杞子 (LC)之粗抽取

物調製成抗老化系列保養品對皮膚功能性之評估，發現上述四種中藥對皮膚的水

份及脂質有良好之調節作用。 

為合成具溫度感應性之乳膠顆粒，我們以氮- 異丙基丙烯醯胺

(N-isopropylacrylamide)- 幾丁聚醣（Chitosan）交連共聚物為核層，甲基丙

醯酸甲酯(methyl methacrylate)-甲基丙醯酸(methacrylic acid)共聚物為殼層,

並對其藥物釋放之性質做一探討。在合成方面，使用陰離子型起始劑APS 

(ammonium persulfate)，以無乳化劑乳化聚合的方法合成polyNIPAAM-Chitosan 

的交聯共聚物，而後加入MMA 及MAA 單體繼續反應形成核殼型複合乳膠顆粒。而

後將本整合型計畫中之子計畫所萃取之化粧品有效成分含浸到核殼型複合乳膠

顆粒中，並改變各種變因包括：Chitosan / NIPAAM 重量比例、交聯劑濃度、

MAA/MMA 重量比例等，探討這些變因所合成之乳膠顆粒對於化粧品有效成分之包

覆及釋放之影響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壹、前言 

行政院經濟部委託國外科技顧問評估，在『西元 2000 年台灣地區最具發展

潛力之工業』報告中化粧品工業列名第四，目前化粧品之年消費額約為新台幣

200億元，未來十年將達400億元以上之市場規模，因此經濟部將化粧保養品產

業列為挑戰 2008 重點發展產業之一，雖然目前多為歐美日進口品所佔有，然而

化粧品之選購首須考慮氣候、人種以及個人體質之差異，是故日本花王公司在台



 
 
 
 
 
 
 
 
 
 
 
 

     

設立化粧品研究中心，積極開發適合熱帶、亞熱帶黃種人之化粧品，以掌握東南

亞及中國大陸之市場，更可造就更多就業機會，近年來化粧品產業逐漸受到重

視，多家大型公民營企業如台鹽、台糖及台塑紛紛投入此產業，加上藥業及生技

產業也有轉型進入化粧品產業的趨勢，使得化粧品專業技術的提升與專業人才的

需求更加迫切。 

嘉南地區地廣資源豐富，化粧品公司近陸佰家，包含化粧品代工廠、包裝廠

及彩粧保養品重鎮，加上化粧品人才培育集中在南部的優勢，南部科學園區如能

發展化粧品產業，而且著重在生技化粧品，既可結合南科之生技產業，也能發展

產業特色，本計畫希望由抗老化生技產品研發為主，不但可提高本土產業的技術

水平，同時也培養化粧品專業研發人才(本校化粧品科技研究所為全國唯一之化

粧品研究所)。 

本校地處高雄縣與台南縣交界，距南部科學園區僅 10 分鐘，且為全國首先

設立的化粧品專門科系，成立至今已愈十年，更於 92 年度獲准設立全國第一所

化粧品科技研究所。累積了10多年的化粧品研發經驗，在化粧品的製造流程中，

從上游到下游各個領域，我們具都有相當厚實的研究基礎與研究經驗，有鑒於化

粧品工業日益蓬勃發展，以及台灣業界的積極投入，希望能夠以我們具有十年化

粧品研發經驗的研發團隊，積極的從事化粧品新技術的開發研究，以期能夠以研

發所得的技術成果輔助台灣的化粧品廠商，促使台灣本土品牌的化粧品能夠在世

界上佔有一席之地。 

貳、計畫總目標 

當今化粧品市場中，佔有最龐大的商機莫過於抗老化化粧品。皮膚抗老化可

由多方面來進行研究，包括抗氧化、防皺、去斑、保濕等方面。因此，抗老化化

粧品的研發十分需要以整合型計畫方式進行群體性研究。此外，要完整開發一項

成功的化粧品產品，除了從最上游的化粧品有效成份的開發之外，接著將有效成

分調製成化粧品的技術開發與評估系統之建立，以及最後產品有效成分之經皮吸

收效果之研究，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整體因素。 

因此，在本整合型計畫中，為使研究成果更具實用性，我們從最上游的抗老

化化粧品有效成分的研發開始到化粧品成品的完成，作一完整性的研究與開發模

式的建立，以開發出新穎的抗老化化粧品，並且在開發抗老化化粧品的過程中，

一併開發從上游到下游一系列的新技術，此一系列新技術只需稍加修改，即可適

用於另一新產品的開發，如此即可以此新技術輔助廠商進行化粧品產品的開發。 

 



 
 
 
 
 
 
 
 
 
 
 
 

     

參、整體分工合作架構 

抗老化化粧品的研發，從最上游的抗老化化粧品有效成份的開發，接著將

有效成分調製成產品，以及最後將產品進行有效成分之經皮吸收評估，我們將這

些領域規劃成九個子計畫，雖然領域不同，但是在研發產品的過程中卻環環相

扣，每一個子計畫研究所得的結果都必須提供給其他子計畫作為參考，並且互相

研究討論，不斷的修改研發中的技術條件，如此才能成功的研發出一項具高附加

價值的新穎化粧品，並且在研發新產品的過程中，開發出能夠輔助化粧品產業發

展的新技術。 

各子計畫間之相關性如下圖所示：  

 

 

 

 

 

 

 

 

 

 

 

 

 

為了對上圖作更詳細的說明，以下就各子計畫間之相關性與整合程度作更

詳細的說明： 

a.抗老化化粧品有效成分開發 

告知有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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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品微粒

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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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功效、除皺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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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利於子計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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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子計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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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多種功能性抗老化化妝品

有效成分之開發 :
抗氧化功效、除皺功效、

保濕功效、除斑功效

告知包覆材料之特

性以利於子計畫七

檢測系統之開發

彼此告知並交換測試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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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抗老化化粧品有效成分進行研發，研發而得的有效成分再交給子計畫六

進行奈米包覆，並進行控制釋放之研究。以溫度感應性智慧型材料將其他子計畫

所研發而得的有效成分包覆成粒徑為奈米等級的智慧型有效成分奈米顆粒，以利

於有效成分輸送進入皮膚中，並探討奈米顆粒之控制釋放機制，以製造出具高效

能之奈米輸送材料，開發出具高附加價值之智慧型奈米化粧品。 

b.抗老化化粧品微粒技術開發 

進行化粧品成品之經皮吸收研究與評估系統建立，以製造出新穎之奈米化

粧品產品。此外，本系擁有一套小型模擬生產線，我們預計將實驗室所研發出的

調製技術模式加以修改，以開發出一套符合實際生產線所需之調製技術模式，使

得本研究計畫所得之成果更能符合業界之實際需要，而實際應用於製造化粧品成

品。 

c.抗老化化粧品經皮吸收 

我們探討皮膚對於奈米化粧品其有效成分之吸收情況，以利於其抗老化化粧

品微粒技術與評估系統技術之修正。以期發展出更好的技術，並開發出新穎且高

品質的產品。 

d.抗老化化粧品安全性評估 

進行化粧品安全性之研究與評估，探討成品中有效成分在皮膚中的使用安全

情況，以利在各個天然物領域中尋找更有效之抗老化成分。 

 

肆、材料與方法： 

1.中藥萃取： 

皮膚老化與人體氣血陰陽之不足有關。故以傳統中藥補虛藥黃耆(補

氣)、何首烏(補血)、杜仲(補陽)、麥門冬(補陰)來改善皮膚老化現象。首

先以酒精溶媒抽取四種中藥取得其粗抽取物，再以不同極性溶劑進一步溶離

有效成分。 

2.抗彈性纖維分解酵素活性測試 

將欲分析的樣品利用緩衝溶液稀釋至適當倍數後，加入彈性纖維分解酵素

(每個反應1活性單位)及其反應基質色素標定(p-nitrophenol)彈性纖維(最終

濃度1 mM)，於室溫進行樣品萃取液彈性纖維分解酵素抑制活性測試。於室溫中



 
 
 
 
 
 
 
 
 
 
 
 

     

反應30分鐘後，加入2 N硫酸終止反應。最後利用酵素免疫辨讀機ELISA reader

測定96孔micro plate中OD405之吸光值。由於彈性纖維分解酵素會將其基質色

素標定(p-nitrophenol)彈性纖維反應形成p-nitrophenol分子(在405 nm具有

吸光波峰)，故可以ELISA reader偵測彈性纖維分解酵素活性。若待測樣品中含

有彈性纖維分解酵素抑制劑，會降低彈性纖維分解酵素之活性，進而導致OD405

之吸光值之降低。因此我們可以根據彈性纖維分解酵素活性降低的程度來判別樣

品中所含有抑制劑的相對濃度高低。在越高抑制劑濃度下會測定到越低的彈性纖

維分解酵素活性(即越低的OD405之數值)，反之亦然。 

3.抗玻尿酸分解酵素活性分析 

將欲分析的樣品利用緩衝溶液稀釋至適當倍數後，加入玻尿酸分解酵素

(每個反應100活性單位)及其反應基質玻尿酸(最終濃度2.5mM)，於室溫進行樣

品萃取液玻尿酸分解酵素抑制活性測試。於室溫中反應16小時後，加入2 N硫

酸終止反應。最後加入玻尿酸染劑(最終濃度0.1mM)，利用酵素免疫辨讀機ELISA 

reader測定96孔micro plate中OD640之吸光值。由於玻尿酸會與玻尿酸染劑反

應形成錯合物(在640nm具有吸光波峰)，故可以ELISA reader偵測玻尿酸分解

酵素活性。若待測樣品中含有玻尿酸分解酵素抑制劑，會降低玻尿酸分解酵素之

活性，進而導致OD640之吸光值保持不變或緩緩下降。因此我們可以根據尿酸分

解酵素活性降低的程度來判別樣品中所含有抑制劑的相對濃度高低。在越高抑制

劑濃度下會測定到越低的玻尿酸分解酵素活性(即越高的OD640之數值)，反之亦

然。 

4.酪氨酸酵素活性測試 

將欲分析的樣品利用緩衝溶液稀釋至適當倍數後，加入酪胺酸酵素(每個

反應10活性單位)及其反應基質酪胺酸(最終濃度50 mM)，於室溫進行發酵樣品

萃取液酪胺酸酵素抑制活性測試。於室溫中反應30分鐘後，加入2 N硫酸終止

反應。最後利用酵素免疫辨讀機ELISA reader測定96孔micro plate中OD492

之吸光值。由於酪胺酸酵素會將其基質酪胺酸反應形成DOPA分子(在492 nm具

有吸光波峰)，故可以ELISA reader偵測酪胺酸酵素活性。若待測樣品中含有酪

胺酸酵素活性抑制劑，會降低酪胺酸酵素之活性，進而導致OD492之吸光值之降

低。因此我們可以根據酪胺酸酵素活性降低的程度來判別樣品中所含有抑制劑的

相對濃度高低。在越高抑制劑濃度下會測定到越低的酪胺酸酵素活性(即越低的

OD492之數值)，反之亦然。 

5.自由基活性測試 

將欲分析的樣品利用緩衝溶液稀釋至適當倍數後，加入DPPH(最終濃度50 

mM)，於室溫進行樣品萃取液抗自由基活性測試。於室溫中反應30分鐘。最



 
 
 
 
 
 
 
 
 
 
 
 

     

後利用酵素免疫辨讀機ELISA reader測定96孔micro plate中OD517之吸光

值。由於DPPH自由基在517 nm具有吸光波峰，故可以ELISA reader偵測DPPH

自由基活性。若待測樣品中含有抗自由基活性，會降低DPPH自由基之活性，

進而導致OD517之吸光值之降低。因此我們可以根據DPPH自由基活性降低的程

度來判別樣品中所含有抗自由基的相對濃度高低。在越高抗自由基濃度下會

測定到越低的DPPH自由基活性(即越低的OD517之數值)，反之亦然。 

6.合成核殼型共聚乳膠顆粒 

於反應瓶中依比例加入去離子水、醋酸、Chitosan、NIPAAM 單體、MBA 交聯

劑，在室溫下攪拌。待攪拌溶解均勻後，升溫至50℃，轉速300rpm，通氮氣，加

入起始劑，反應2 小時。再依比例加入MAA、MMA 繼續反應1 小時。將反應後之

乳液樣品以透析袋進行透析(約一個禮拜)，以進行後續之測試分析。本研究所列

之樣品代號，例如：2/10-3%-1/5 表示核層組成Chitosan/NIPAAM 重量比為

2/10，交連劑濃度為3%，殼層組成MAA/MMA 重量比為1/5。 

7.藥物釋放測試 

首先，測定各種不同濃度之化粧品有效成分之UV 吸收值，建立化粧品有效成

分之Calibration curve。取0.15g 乳膠顆粒，將其置於化粧品有效成分之磷酸

鹽緩衝溶液中(0.012g 化粧品有效成分溶於5g 磷酸鹽緩衝溶液)，並以超音波震

盪10 分鐘，再置於4℃環境下進行膨潤3 小時。之後將之冷凍乾燥成包覆化粧品

有效成分的乳膠顆粒粉末。取約0.05g 凍乾後的粉末以模具及壓片機壓成直徑約

1公分的圓片，並將之置於100g 37℃的PH7.4 之磷酸鹽緩衝溶液中進行化粧品有

效成分的釋放實驗，於不同時間取樣以UV 分光光度計量測緩衝溶液中化粧品有

效成分的濃度。 

8.細胞的製備 

根據 Didier (1999)的方法，使用fibroblast 細胞株 L929, 培養在 10% 

fetal calf serum 的 DMEM.每 3 天 subculture 處理. 

9.細胞毒性測試 

MTT 方法：參考 Vianl等人(1995)的方法，利用活細胞 dehydrogenase 可將黃

色的MTT[3-(4,5 dimethylthiazol-2yl)-2,5-diphenyl tetrazolium bromide]

還原成藍紫色的 formazan 的能力來測量細胞存活率。細胞經樣品處理後吸去

上清液，每個 well 加入 90μl 培養液及 10μl MTT(5mg/ml in PBS)，反應 1

小時後，吸去上清液，加150μl dimethyl sulfoxide (DMSO) 到每個well，

劇烈振盪使formazan溶解，15分鐘後，以ELISA reader在波長570 nm測量



 
 
 
 
 
 
 
 
 
 
 
 

     

吸光值，計算LC50。 

 

伍、結果： 

一、 抗老化原料的篩選： 

本研究結果顯示以中藥粗萃液進行皮膚抗老化有效成分分析時，其中 PMW

具有抗酪胺酸分解酵素， LCE具有抗玻尿酸分解酵素的活性， EUE、LCE、LCW、

PME、PMB、PMW、AME具有抗自由基的活性。進一步的分段分析PME、PMB、PMW、

EUE、LCE及AME層經管柱層析分段部分中得到PME-2、PME-3、PME-4、PME-5、

PMB-4、PMW-1、PMW-2、EUE-23、EUE-210、EUE-212、EUE-214、LCE-及 AME-7

均具有很強的抗自由基的活性。 

直接採用 AM、PM、EU 及 LC 之粗抽取物調製成抗老化系列保養品對皮膚功

能性之評估，發現上述四種中藥對皮膚的水份及脂質有良好之調節作用。 

 

表1.中草藥各種粗萃取物中皮膚抗老化活性分析一 

Sample 

(10mg/ml) 

Anti-elastase 

Activity (%) 

Anti-hyaluronidase 

Activity (%) 

Anti-tyrosinase 

Activity (%) 

Anti-free 

radical 

Activity (%) 

LCH < 5% < 5% < 5% < 5% 

LCE < 5% 62 % < 5% 81 % 

LCB < 5% < 5% < 5% < 5% 

LCW < 5% < 5% < 5% 36 % 

AMH < 5% < 5% < 5% < 5% 

AME < 5% < 5% < 5% 95 % 

AMB < 5% < 5% < 5% < 5% 

AMW < 5% < 5% < 5% < 5% 

PMH < 5% < 5% < 5% < 5% 

PME < 5% < 5% < 5% 99 % 

PMB < 5% < 5% < 5% 99 % 

PMW < 5% < 5% 58% 84% 

EUH < 5% < 5% < 5% < 5% 

EUE < 5% < 5% < 5% 87 % 

EUB < 5% < 5% < 5% < 5% 



 
 
 
 
 
 
 
 
 
 
 
 

     

EUW < 5% < 5% < 5% < 5% 

 

表2.中草藥各種萃取物中皮膚抗老化活性分析二 

Sample 

(10mg/ml) 

Anti-elastase 

Activity (%) 

Anti-hyaluronidase 

Activity (%) 

Anti-tyrosinase 

Activity (%) 

Anti-free 

radical 

Activity (%) 

LCE-1 - < 5% - 17 % 

LCE-2 - < 5% - 12 % 

LCE-4 - < 5% - 74% 

LCE-32 - < 5% - 6 % 

LCW-1 - - - < 5% 

LCW-2 - - - < 5% 

LCW-3 - - - < 5% 

PME-1 - - -  

PME-2 - - - 84 % 

PME-3 - - - 84 % 

PME-4 - - - 80 % 

PME-5 - - - 81 % 

PMB-1 - - - 46 % 

PMB-2 - - - 34 % 

PMB-3 - - - 21 % 

PMB-4 - - - 81 % 

PMW-1 - - < 5% 84 % 

PMW-2 - - < 5% 90 % 

PMW-3 - - < 5% < 5% 

EUE-0 - - - < 5% 

EUE-1 - - - 10 % 

EUE-21 - - - 12 % 

EUE-22 - - - 99 % 

EUE-23 - - - 98 % 

EUE-25 - - - 38 % 

EUE-26 - - - 67 % 

EUE-29 - - - 56 % 

EUE-210 - - - 86 % 

EUE-212 - - - 56 % 



 
 
 
 
 
 
 
 
 
 
 
 

     

EUE-214 - - - 92 % 

EUE-216 - - - 18 % 

AME-0 - - - < 5% 

AME-1 - - - 25 % 

AME-3 - - - 12 % 

AME-5 - - - 14 % 

AME-7 - - - 96 % 

AME-9 - - - < 5% 

 

二、 包覆系統之建立 

1.合成核殼型共聚乳膠顆粒 

在核殼型複合乳膠顆粒的合成中，我們改變Chitosan /NIPAAM 重量比例、交

聯劑濃度、MAA/MMA 重量比例，探討這些變因對於核層的轉化率及其總轉化率的

影響。由表1.可看出，隨著Chitosan / NIPAAM 重量比例增加，核層反應速率有

增加的趨勢。而當交聯劑濃度愈高，核層反應速率愈慢。原因是當Chitosan 愈

多，界面保護的效果愈好，形成的顆粒愈小、愈多，因此反應速率較快。而當交

聯劑存在時，會限制單體的擴散作用，而使得反應速率變慢。然而由總體轉化率

的部分發現不論隨著Chitosan /NIPAAM 重量比例增加或交聯劑濃度愈高，總體

轉化率皆呈上升的趨勢，因此我們推斷在殼層的成分中應有Chitosan及

polyNIPAAM 存在，而且其在殼層中所佔比例應隨Chitosan / NIPAAM 重量比例

的增加或交聯劑濃度的增加而增加。此外，我們亦發現增加殼層單體的進料比例

亦會使總體的轉化率增加。 

 

表3. 不同組成比例與轉化率的關係 

核層 

Chitosan/NIPAAM 

重量比率 

核層 

交聯劑濃度

 

殼層 

MAA/MMA 

重量比例 

核層轉化率(%) 總體轉化率(%)

2/10 82.02 85.63 

3/10 82.98 87.38 

5/10 

 

3% 

 

1/5 85.91 88.59 

3% 1/5 82.02 85.63 



 
 
 
 
 
 
 
 
 
 
 
 

     

3% 82.02 85.63 

5% 81.25 86.84  

2/10 

10%  81.02 88.42 

1/5 85.63 

2/5 86.79 

 

2/10 

 

3% 3/5 

 

82.02 88.34 

0.5/2.5 84.93 

1/5 85.63 

 

2/10 2/10 90.95 

 

2 顆粒型態及粒徑觀察 

由圖1.(a)(b)可以發現在沒有殼層的乳膠顆粒因沒有殼層的束縛，所以造成

顆粒較膨潤，同時對照圖2.(a)(b)，當加入PMAA/PMMA 殼層後，乳膠顆粒的成粒

性明顯增加。隨著Chitosan / NIPAAM 重量比例增加(圖2.(b)(c))，因Chitosan 

愈多，界面保護的效果愈好，形成的顆粒愈小。先前在Chitosan/NIPAAM 共聚乳

膠顆粒的研究中指出當交聯劑濃度愈高時，因成核數的增加會造成顆粒愈小，然

而在圖2.(b)(d)中並未發現這種現象，其原因可能是當交聯劑濃度愈高時，第二

階段的殼層反應越多，因而造成粒徑的增加，使得最終在圖2.(b)(d)中所見的粒

徑相近。而在圖2.(e)(f)中發現，不論增加殼層的MAA 比例或殼層的厚度均會使

得顆粒的粒徑增加並且其成粒性越佳。 

3 藥物釋放測試 

我們以乳膠顆粒包覆化粧品有效成分，並於不同溫度下進行藥物釋放測試，圖

3~10為其結果。由圖中可發現，在25℃時四種被包覆在乳膠顆粒內部的化粧品有

效成分皆可被有效的包覆在內部而不釋放出來。在37℃時四種被包覆在乳膠顆粒

內部的化粧品有效成分皆可有效的被釋放出來。       

 



 
 
 
 
 
 
 
 
 
 
 
 

     

 

 

 

      



 
 
 
 
 
 
 
 
 
 
 
 

     

圖3. 乳膠顆粒在25℃對於化粧品有效成分        圖4. 乳膠顆粒在25℃對於化

粧品有效成分EV之釋

放控制 

AE之釋放控制  

    

圖5. 乳膠顆粒在25℃對於化粧品有效成分        圖6. 乳膠顆粒在25℃對於化

粧品有效成 

份PM之釋放控制 

LC之釋放控制  



 
 
 
 
 
 
 
 
 
 
 
 

     

 

 

 

圖7. 乳膠顆粒在37℃對於化粧品有效成分        圖8. 乳膠顆粒在37℃對於化

粧品有效成 

份PM之釋放控制 

LC之釋放控制  

 

 

 



 
 
 
 
 
 
 
 
 
 
 
 

     

    圖9. 乳膠顆粒在37℃對於化粧品有效成分   圖10. 乳膠顆粒在37℃對於

化粧品有效成

份AM之釋放

控制 

EV之釋放控制                                       

三、 安全評估系統之建立 

在目前研究中已知用細胞毒性測試可有效，更快速的檢測化粧品

毒性(Benassi 等，1999. Zhao 等，1999.  Beer 等，1994. Gautheron 等，

1992 .Alkofahi等，1989. Bracher等，1987.)，方法中與皮膚刺激測試（draize 

test）有高度相關性的有用fibroblast纖維母細胞以Neutral Red uptake（Lee

等，2000）,Alamar blue（Lee等，2000），MTT（Shin等，1996），LDH release

（Shin 等，1996）,L-6 release（Angustin 等，1995）等方法去測細胞毒性。

在本研究中我們選用RAW, 3T3, fibroblast纖維母細胞L929，用MTT, Neutral 

Red方法去建立皮膚刺激性，眼毒性，及光毒性的細胞檢測模式。 

我們選定測試中藥，其毒性在表 4.以MTT 方法去測試不同極性抽

取 物 LCH,LCE,LCB,LCW,AMW,AME,AMB,AMH,EUH,EUE,EUB,EUW,PME,PMB, 

PMW ,PMH,PSH 在濃度 500μg/ml 吸光值仍無明顯下降。萃取物經由本研究

MTT 方法一致顯示在濃度 500μg/ml 毒性甚低。可見本研究使用的中藥毒性

甚低可應用於化粧品使用上。 

 

表4. 中草藥萃取物以MTT法測試對L929細胞之毒性 

Control Concentration(µg/ml) % conrol(100± 1.97) 

LCH 500 

50 

5 

100.72± 1.35 

105.24± 2.26 

99.47±  2.32 

 

LCE 

500 

50 

5 

105.41± 2.53 

102.43±  0.63 

98.49±  0.75 

 

LCB 

500 

50 

102.17±  1.29 

97.69±  1.17 



 
 
 
 
 
 
 
 
 
 
 
 

     

5 105.94±  1.21 

 

LCW 

500 

50 

5 

98.97± 0.74 

100.61±  0.94 

100.65±  1.34 

 

AMW 

500 

50 

5 

102.91±  1.77 

99.80±  2.99 

96.59±  2.74 

 

AME 

500 

50 

5 

99.33±  2.99 

98.97±  1.88 

102.67±  1.25 

 

AMB 

500 

50 

5 

97.89±  0.73 

100.36±  1.47 

97.49±  0.29 

 

AMW 

500 

50 

5 

99.62±  1.60 

100.85±  0.75 

100.13±  1.09 

 

PMH 

500 

50 

5 

103.94±  2.90 

99.15±  0.74 

100.37±  1.30 

 

EUH 

500 

50 

5 

99.44±  1.27 

100.58±  1.18 

99.48±  1.23 

 

EUE 

500 

50 

5 

101.43±  1.09 

101.99±  0.76 

99.94±  0.77 

 

EUB 

500 

50 

5 

99.74±  0.95 

97.70±  0.29 

99.78±  1.45 

 

PME 

500 

50 

5 

97.66±  1.73 

98.61± 0.37 

99.21±  0.96 

 

PMB 

500 

50 

5 

99.35±  1.25 

97.72±  1.33 

98.29±  1.72 



 
 
 
 
 
 
 
 
 
 
 
 

     

 

PMW 

500 

50 

5 

98.06±  0.89 

97.35 ± 0.97 

98.25±  1.20 

 

AMW 

500 

50 

5 

98.05±2.34 

97.58±3.75 

96.72±2.37 

 

AMB 

500 

50 

5 

99.22±2.52 

96.85±3.26 

95.56±3.20 

 

AME 

500 

50 

5 

96.85±6.06  

95.08±2.34 

99.31±2.20 

 

AMH 

500 

50 

5 

97.71±3.58 

96.85±3.26 

98.38±2.62 

 

PMH 

500 

50 

5 

95.94±4.26 

101.05±1.90 

97.87±1.87 

 

PME 

500 

50 

5 

100.37±2.00 

96.32±2.53 

95.68±4.00 

 

PMW 

500 

50 

5 

97.05±3.49 

97.49±4.00 

97.35±5.29 

 

PMB 

500 

50 

5 

96.85±3.26 

98.22±5.36 

96.87±2.47 

 

LCH 

500 

50 

5 

97.39±2.03 

98.87±2.72 

97.05±3.33 

 

LCW 

500 

50 

5 

100.37±2.0 

96.98±4.51 

93.51±2.76 

 500 94.59±6.44 



 
 
 
 
 
 
 
 
 
 
 
 

     

LCB 50 

5 

95.68±4.00 

93.79±2.45 

 

EUE 

500 

50 

5 

96.60±5.92  

101.04±1.73 

102.35±1.58 

 

EUW 

500 

50 

5 

99.52±3.94 

95.20±3.09 

96.245±5.02 

 

EUH 

500 

50 

5 

95.07±5.26 

100.868±4.26 

97.09±5.12 

 

LCE 

500 

50 

5 

104.47±2.11 

105.29±6.77 

95.51±3.89 

EUB 1000 98.96±5.50 
Data are presented as the mean±S.E.:n=6 
p<0.01 as compared with control 

 

陸、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以中藥粗萃液進行皮膚抗老化有效成分分析時，其中PMW
具有抗酪胺酸分解酵素， LCE具有抗玻尿酸分解酵素的活性， EUE、LCE、
LCW、PME、PMB、PMW、AME具有抗自由基的活性。進一步的分段分析PME、
PMB、PMW、EUE、LCE及AME層經管柱層析分段部分中得到PME-2、PME-3、
PME-4、PME-5、PMB-4、PMW-1、PMW-2、EUE-23、EUE-210、EUE-212、
EUE-214、LCE-及AME-7均具有很強的抗自由基的活性。直接採用AM、PM、
EU及LC之粗抽取物調製成抗老化系列保養品對皮膚功能性之評估，發現上述四
種中藥對皮膚的水份及脂質有良好之調節作用。在安全性方面，也由細胞毒性試

驗證實抗老化原料的安全性。 

包覆研究以陰離子型起始劑APS 合成以Chitosan 及polyNIPAAM 為核層，

以PMAA 及PMMA 為殼層的共聚乳膠顆粒。發現加入PMAA 及PMMA 的殼層後，顆粒

在pH大於7 的緩衝溶液中，均能維持很好的穩定性。並且由轉化率、吸水性、表

面電位的實驗結果歸納得知，當Chitosan/NIPAAM 重量比例增加或交聯劑濃度增

加，不只會使殼層反應較完全，亦會使殼層的Chitosan 及polyNIPAAM 的量增



 
 
 
 
 
 
 
 
 
 
 
 

     

加。在藥物的包覆及釋放上，證實經由乳膠顆粒膨潤作用後，藥物可確實進入乳

膠顆粒內部，且在25℃時有部分的化粧品有效成分可以有效的被保護住而不釋放

出來，而在37℃時大部分的化粧品有效成分皆可被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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