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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狼尾草為坊間生機飲食材質之一，民間盛傳其具有特殊功效，惟迄今仍缺乏科

學根據。本研究乃探討狼尾草之生物活性包括對細胞內源性抗氧化酵素 mRNA之調

控性、對細胞蛋白氧化反應之影響、對黑色素腫瘤細胞黑色素生成之影響、對細胞

內自由基之影響等。結果顯示，500 µg/ml 之狼尾草水萃取物 (water extract of 

Naipergrass, WEN ) 對大鼠肝細胞 Clone9 之抗氧化酵素包括 ZnCu-superoxide 

dismutase (ZnCu-SOD), Mn-superoxidase dismutase (Mn-SOD), catalase (CAT) 與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Px)等之 gene轉錄作用，會隨著WEN與彼等反應作用時間

不同而有不同之調控性； 在蛋白質氧化反應方面，WEN則顯示對 clone9之蛋白質

氧化修飾具有保護性;在細胞氧化自由基表現上，WEN 能顯著地抑制不同模式所生

成氧自由基，顯示WEN在細胞內能降低氧化壓力；另外，在黑色素腫瘤細胞（B16-F0）

之黑色素生成調控上，WEN 無法抑制 melanin 之生成與酪氨酸酶活性，顯示 WEN

對黑色素生成調控不具影響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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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本研究探討狼尾草水萃取物(WEN)對

大鼠肝細胞 Clone9 細胞內源性抗氧化酵

素 mRNA (如 ZnCu-superoxide dismutase，

Mn-superoxide dimutase ， catalase ， 及

glutathione peroxidase)表現之影響。結果顯

示，狼尾草水萃取物(WEN)在 0-500µg/ml

濃度下，對 Clone9細胞不具細胞毒性。再

者彼等對於 Clone9 細胞之內源性抗氧化

酵 素 ZnCu-superoxide ismutase 

(ZnCu-SOD) ， Mn-superoxide dismutase 

(Mn-SOD) ， catalase ， 及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Px)等，隨著處理時間不同(2, 

6, 24 h)，具有不同調控性。 

關鍵詞：狼尾草水萃取物，抗氧化酵素

mRNA，肝細胞  
 
二、前言 

細胞於正常代謝過程中會生成自由基

與活性氧，當其超過細胞內自體防禦能力

時，即會造成氧化壓力，而使細胞發生氧

化傷害，氧化傷害常會引發脂質氧化，

DNA 斷裂，致突變及細胞老化等現象

﹙Halliwell and Gutteridge, 1989; Lindahl, 

1993﹚，且與許多疾病相關，包括動脈硬

化、退化性腦病變、阿滋海默症、以及各

種癌症與發炎反應等（Parola and Robino, 

2001; Kovacic and Jacintho, 2001）， 雖然

生理代謝造成自由基為不可避免的現象，

但是現代人因為高油脂與高鹽飲食，亦促

使產生過多的自由基，造成身體的負擔增

加。而已知體內的抗氧化酵素的防禦系統

如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glutathione 

peroxidase(GPx) 、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GST) 、 glutathione 

reductase(GSR)及 catalase等的表現，對降

低體內氧化傷害相當重要。其中 SOD可捕

捉 superoxide，GPx可以催化 GSH與自由

基反應，GST活性提升時可以減少細胞內

氧化傷害，catalase 活性提升則直接對

H2O2進行降解，以減少氧化傷害的衝擊。

﹙Hochstein and Atallah, 1988; Somani and 

Husain, 1997﹚。由上述可知，細胞內抗氧

化酵素的表現高低，對細胞之抗氧化力有

深遠之影響。而天然抗氧化活性成分，除

了直接捕捉自由基之功能外，也被認為可

調節細胞內源性抗氧化酵素系統。狼尾

草，學名為 Pennisetum purpureum S.屬於

禾科植物，別名養生草、狼茅、小甜茅草，

全株含礦物質、微量元素等。本研究室先

前試驗已證實狼尾草能增加內源性抗氧化

酵素之活性，惟其調控性之機制仍尚未釐

清。基於此，本研究乃進一步探討狼尾草

對大鼠肝細胞內源性抗氧化酵素表現系統

調控之影響。 
 
三、結果與討論 

狼尾草水萃取物 (WEN)對大鼠肝細胞

Clone9細胞毒性作用 

圖一為狼尾草水萃取物(WEN)對大鼠

肝細胞 Clone9細胞毒性作用之影響。將狼

尾草水萃取物(WEN)添加於培養基中，結

果發現大鼠肝細胞 Clone9 細胞存活率皆

高於 99%以上，顯示狼尾草水萃取物

(WEN)對大鼠肝細胞 Clone9 不具有毒性。 

 

狼尾草水萃取物 (WEN)對大鼠肝細胞

Clone9細胞抗氧化酵素 mRNA作用 
圖二為處理不同濃度狼尾草水萃取物

(WEN)2小時對大鼠肝細胞 Clone9抗氧化

酵素 mRNA 作用之調節作用。當添加

500µg/ml 狼尾草水萃取物(WEN)於細胞培

養基中，造成抗氧化酵素 mRNA 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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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Cu-SOD下降至 25%， Mn-SOD下降至

55%，另一方面，catalase mRNA 及 GPx 

mRNA也減少，由結果可知狼尾草水萃取

物(WEN)處理 2 小時對細胞抗氧化酵素

mRNA具有減少作用。 

由圖三結果可知，當添加 500ug/ml

狼尾草水萃取物(WEN)於細胞培養基中處

理 6 小時後，其 ZnCu-SOD mRNA，

Mn-SOD mRNA與處理 2小時相比較有增

加的趨勢。而 catalase mRNA 及  GPx 

mRNA則出現明顯下降。 

由圖四結果可知，當添加 500µg/ml

狼尾草水萃取物(WEN)於細胞培養基中處

理 24 小時後，其 ZnCu-SOD mRNA，

Mn-SOD mRNA與控制組相比較有增加的

趨勢。而 catalase mRNA 及 GPx mRNA

與處理 6小時相比較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綜合上述結果可知狼尾草水萃取物

(WEN)對大鼠肝細胞 Clone9 不具細胞毒

性，且對抗氧化酵素 mRNA 具有調節作

用，其中，處理 2 小時後對 ZnCu-SOD 

mRNA，Mn-SOD mRNA，具有減少作用。

處理 6小時後，對 catalase mRNA 及 GPx 

mRNA 具有減少作用。惟此 mRNA 減少

作用於處理 24小時後不明顯。而在動物實

驗中是否亦具有同樣的效果，仍待進一步

研究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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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不同濃度狼尾草水萃取物(WEN)處理 24小時對大鼠肝細胞 Clone9細胞毒性作用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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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不同濃度狼尾草水萃取物(WEN)處理 2小時對 ZnCu-SOD，Mn-SOD，catalase， 
GPx等抗氧化酵素 mRNA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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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不同濃度狼尾草水萃取物(WEN)處理 6小時對 ZnCu-SOD，Mn-SOD，catalase， 
GPx等抗氧化酵素 mRNA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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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不同濃度狼尾草水萃取物(WEN)處理 24小時對 ZnCu-SOD，Mn-SOD，catalase， 
GPx等抗氧化酵素 mRNA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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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本研究探討狼尾草水萃取物(WEN)對

大鼠肝細胞 Clone9 細胞之蛋白氧化之影

響。結果顯示，狼尾草水萃取物(WEN)對

大鼠肝細胞 Clone9細胞之蛋白氧化具有良

好的抗氧化力，惟其保護蛋白抗氧化未隨

著添加濃度的增加而增加。此結果顯示狼

尾草水萃取物(WEN)含有天然抗氧化活性

成分具有 primary antioxidants 的角色，可

以保護蛋白質免於氧化修飾。 

關鍵詞：狼尾草、蛋白氧化 
 

二、前言 

    在正常生理代謝過程中，會伴隨具有

氧化傷害能力之自由基的產生。其中，含

氧及含氮自由基 （如 O2
-, NO, ONOO-）在

體內具有生理調節與組織傷害的角色

(Jessup et al, 1992)。許多研究證實體內若有

過多含氧及含氮自由基之產生，會傷害及

破壞修飾體內蛋白，造成蛋白氧化作用，

並進而引發組織病變及加速疾病惡化(Radi, 

1991; Leeuwenburgh, 1997)。在動脈硬化症

發展的早期，位於動脈血管壁上的蛋白質

會出現氧化的現象(Berliner et al, 1995)。另

外根據先前研究指出，血漿裡的膽固醇的

主要運送者，低密度脂蛋白，在受到外來

氧化壓力及氧化修飾後，是脂肪沈滯性動

脈硬化症發展的主要危險因子 (Ross, 

1999)。由此可推知，為避免心血管疾病及

動脈硬化症的產生，如何有效的減少血漿

中低密度脂蛋白及血管壁蛋白質受到氧化

傷害，便成為相當重要的研究目標。目前

已經知道經常食用保健飲食與降低慢性疾

病的發生有密切因果關係。飲食中的蔬果

類食物，可以有效的減少心血管疾病與癌

症發生的風險(Hertog et al, 1993)。狼尾草

[napier grasses (NG); Pennisetum purpureum] 

民間俗稱為牧草。是國內生機飲食之常用

食材之一，但是國內有關狼尾草抑制蛋白

質氧化的研究報告相當少見，因此，本研

究擬探討狼尾草對細胞蛋白氧化作用之影

響。 

 

三、結果與討論 

本實驗以免疫蛋白反應方式，進行大

鼠肝細胞 Clone9蛋白氧化之分析測試，藉

以評估狼尾草水萃取物(WEN)是否具有保

護蛋白氧化的抗氧化作用。將細胞以狼尾

草水萃取物(WEN)與氧化劑共同培養四小

時，再將細胞培養盤中之培養液吸乾，再

以細胞專用刮勺將細胞刮下並收集到微量

離心管，將細胞溶解，接著利用 10% SDS- 

polyacrylamide gel 進行電泳，將蛋白質依

分子量大小不同分離。之後再利用半乾式

轉移器將分離後之蛋白轉移至硝化纖維膜

上。由於蛋白氧化後，會產生 carbonyl 

group，本試驗中再將纖維膜與 2,4- 

dinitrophenyl hydrazone (DNP- hydrazone) 

溶液進行反應，使 DNP與氧化蛋白結合。

反應結束後，洗去多餘的 DNP，再以抗體

偵測纖維膜上結合的 DNP濃度，即可判斷

不同分子量蛋白氧化的程度。 

由圖一結果顯示，狼尾草水萃取物

(WEN)在不同濃度，對氫氧自由基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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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鼠肝細胞蛋白質氧化具有保護之效果

高，在狼尾草水萃取物 10ppm時，具有高

達 45﹪之保護率，但是其保護效果並未隨

狼尾草水萃取物濃度上升而增加，反而在

狼尾草水萃取物 500ppm時，其保護效力下

降。綜合上述，可知狼尾草水萃取物具有

抗氧化性，對蛋白質氧化具有保護效力，

但是在高濃度下，可能會增加反應中氧化

劑效果，造成其保護作用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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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本研究探討狼尾草水萃取物(WEN)對人類

肝癌細胞 HepG2細胞內自由基之影響。結果顯
示，狼尾草水萃取物(WEN)對 xanthine/ xanthine 
oxidase或 Fe(Ⅱ)-H2O2- luminol 誘發
superoxide 、hydroxyl radical 化學冷光激發強

度具減緩之趨勢，顯示其對 superoxide 、
hydroxyl radical具有捕捉能力。再者狼尾草水萃

取物(WEN) 對 t-BHP誘發 HepG2所產生之細
胞壓力具有明顯之降低作用。 
 
關鍵詞：狼尾草、細胞氧化壓力 
 
二、前言 
當生物體內經由外來物質或內生性的代謝

過程產生的自由基，各式的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如 singlet oxygen (1O2), 
superoxide radical (O2

․-), hydrogen peroxide 
(H2O2), 及 hydroxyl radical (․OH) 皆是細胞進
行有氧代謝的副產品(Halliwell, 1994) ，這些副
產物會氧化體內蛋白質和脂質等大分子，進而

引起細胞死亡或組織受傷。氧化傷害對人類疾

病有相當程度的影響，如：癌症、肺氣腫、腎

絲球腎炎、肝硬化、心血管疾病，甚至腦退化

疾病等，都曾被報導和氧化傷害有關（Parola and 
Robino, 2001; Kovacic and Jacintho, 2001; 
Gibson and Zhang, 2002; Wardle, 2000）。細胞內
有各種防禦酵素及非酵素系統，用以抵抗可能

的氧化傷害(Halliwell, 1994)。然而即使如此，
仍有許多活性氧未能清除，因此造成細胞內累

積受氧化傷害的生物分子。因而攝取富含抗氧

化能力的食物或服用具抗氧化物質的補充劑，

成為現代人膳食的新參考依據。 
 近年有學者提出天然植物中的成分，例如

多酚類、類黃酮，可以防止動物體受到自由基

和活性氧的氧化傷害。這些活性成分除了直接

與活性氧反應，也可能藉由降低細胞產生活性

氧之代謝，以減少細胞內氧化壓力。雖然本研

究室已經證實狼尾草具有抗氧化性，但是關於

狼尾草對於細胞內自由基產生之影響仍然未

知。因此，本研究擬探討以 HepG2為細胞模式，
探討狼尾草對於細胞內自由基產生之影響。 

  
三、結果與討論 
狼尾草水萃取液(WEN)對人類肝癌細胞 HepG2
細胞毒性作用 
圖一為不同濃度狼尾草水萃取液 

(WEN)對人類肝癌細胞 HepG2細胞毒性之作
用，將不同濃度(0-500 µg/ml)狼尾草水萃取液加
入培養基液中培養肝細胞 24小時。結果顯示，
HepG2細胞生長均高於 99%以上,因而狼尾草水

萃取液對人類肝癌細胞 HepG2細胞不具有毒

性。 
 

狼尾草水萃取液(WEN)對 superoxide radical的
捕捉能力 
    圖二為狼尾草水萃取液(WEN)對
Xanthine/xanthine oxidase系統產生 superoxide 
radical之作用，以化學冷光激發強度偵測自由

基產生，在試管內加入xanthine/ xanthine oxidase
以誘發 superoxide radical ，並加入不同量的狼

尾草水萃取液，當添加量為 100 µg/ml時，其 
chemiluminescence intensity 下降至 76％，此結
果顯示，狼尾草水萃取液具有 superoxide radical
之捕捉能力，可降低化學冷光激發。 
 
狼尾草水萃取液(WEN)對 hydroxyl radical的捕
捉能力 
    圖三為狼尾草水萃取液(WEN)對以 Fe(Ⅱ) 
-H2O2-luminol 產生 hydroxyl radical 化學冷光

激發強度之影響，當狼尾草水萃取液添加量為

200 µg/ml時， 對於 Fenton-mediated  
Hydroxyl radical 產生之化學冷光激發強度降低

至 69.79％，結果顯示，狼尾草水萃取液具有

Hydroxyl radical之捕捉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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狼尾草水萃取液(WEN)對細胞內含氧自由基產
生之影響 
    圖四為狼尾草水萃取液對細胞內含氧自由

基 生成作用之影響。細胞內含氧自由基產生以
DCF-DA螢光染劑偵測，螢光強度越高，表示

細胞內含氧自由基產生量越高。試驗中以 t-BHP
為細胞內氧化劑。由結果可知，細胞單獨處理

t-BHP，細胞內含氧自由基產生量明顯增加。若

同時給予 500 µg/ml 狼尾草水萃取液(WEN)，可
以降低細胞內含氧自由基產生量。 
     綜合上述結果，可知狼尾草水萃取物

(WEN)對人類肝癌細胞 HepG2 不具細胞毒性，

惟對 superoxide 、hydroxyl radical具有捕捉能
力且對細胞內含氧自由基之生成，有顯著降低

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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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不同濃度狼尾草水萃取液(WEN)對人類肝癌細胞 HepG2細胞毒性 
之作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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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狼尾草水萃取液(WEN)對 Xanthine/xanthine oxidase誘發 

Superoxide radical化學冷光激發強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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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狼尾草水萃取液(WEN)對以 Fe(Ⅱ)-H2O2-luminol 誘發 hydroxyl 
radical 化學冷光激發強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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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狼尾草水萃取液對細胞內含氧自由基 (ROS) 生成作用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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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近年來美容醫學發展迅速，具有防曬

美白概念相關化妝保養品一直都是化妝界

長青明星商品，在臨床上針對各種色素沈

著問題如黑斑、曬斑及老人斑，最常使用

對苯二酚、麴酸及維生素 A衍生物，雖於
臨床上可得淡化色素效果，但常因其對皮

膚具有較強的刺激性及細胞毒殺作用而造

成使用上困擾。故尋找有效天然不具毒性

之黑色素生成抑制劑乃蔚為世界風潮，此

不僅可運用於美白保養品上；在食品上亦

有防止褐變功能；在醫療上或許可用來治

療黑色素腫瘤。有鑑於此，本計劃擬以狼

尾草之萃取物作用於小鼠的黑色素腫瘤細

胞(B16-F0 細胞)，經試管及細胞實驗結果
了解狼尾草之水萃取物對酪氨酸酶抑制劑

活性及 B16 細胞黑色素生合成影響不明

顯。 
 
二、前言 

美白最基本在於如何消除或減少皮

膚黑色素沉澱,皮膚的黑色素細胞是位在
表皮組織的基底層，一個黑色素細胞周圍

被 30~40個角質細胞所包圍，形成了所謂

的“表皮層黑色素單位”(Jimbow, 1976)。
黑色素細胞可持續製造黑色小體，被製造

出的黑色小體會被分泌至鄰近的角質細

胞。黑色小體位在黑色素細胞細胞質內，

是一種含有膜的球形胞器，黑色小體的形

成可分為四個階段其形狀皆為橢圓形，而

熟成的黑色小體，會轉移至黑色素細胞的

樹狀軸突末端處經吞噬作用，送到周圍的

角質細胞內。第一階段形成的黑色小體，

是空胞。第二階段稱為前黑色小體，內含

有纖維絲、少量的黑色素及高活性的酪胺

酸酶。第三階段的黑色小體其黑色素量較

第二階段為多，酪胺酸酶的活性也很高。

而第四階段的黑色小體其黑色素的量較

第三階段為多，但是酪胺酸酶的活性較低

(Bolognia, 1988)。在黑色素形成的過程
中，除了酪胺酸酶外，還有許多酵素的參

與，包括兩個與酪胺酸酶相關蛋白質

（tyrosinase related- protein；TRP即
TRP-1及 TRP-2。當皮膚暴曬在紫外線之

下，可經組織細胞內質網上之氧化酵素

（如 cytochrome P450）代謝產生活性氧
化物（ROS），ROS會引起 DNA單股斷
裂，形成片斷化的現象，或是鹼基的改

變、產生突變等(Janssen, 1993)。若產生

少量的 ROS，則會活化訊息傳遞系統而
刺激了酪胺酸酶的轉錄作用，使黑色素合

成增加。此外，也由於黑色素細胞受到刺

激，黑色小體增生且轉移至角質細胞的能

力增加，因此皮膚呈現褐色。(Gibbbs, 
2000)。而黑色素刺激荷爾蒙是體內調控

黑色素生合成的一種內生性荷爾蒙，而其

和 melanocortin-1 receptor有很高的親和
力，當它們結合後，會刺激黑色素細胞內

cAMP的形成增加，而使得黑色素的產生
增加 (Bolognia, 1988)。 

狼尾草為狼尾草屬植物，其學名為

Pennisetum purpureum S.為國內重要牧草
品種之一， 生長迅速且抗病蟲害，為高
經濟價值植物。狼尾草富含鉀鈣鐵等礦物

質，近年來國人生機飲食風潮興起，狼尾

草已成為健康食源。本實驗室與其他學者

以証實狼尾草具抗氧化性(吳，2002) ，
且所含酚類化合物如:p-coumaric acid ，
rutin 及 epicatechin，於預備實驗中發現
具有調控酪胺酸酶活性作用，故若能進一

步探討狼尾草之萃取物，如何影響黑色素

腫瘤細胞調控黑色素生成機制，不但可得

到對人體較無害的天然酪胺酸酶抑制

劑，也可作為防曬美白新成分開發與篩選

之參考依據，藉此亦可作為研發抑制黑色

素腫瘤細胞生理活性的物質之參考。 
 

三 、結果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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狼尾草水萃取物於試管內對酪胺

酸酶活性影響 
取凍乾狼尾草粉末以二次水製備成

200,400,800,及 1000µg/ml之狼尾草水

萃取物,進行酪胺酸酶抑制劑活性測定

實驗組：取 30µl 酪胺酸酶，加入 20 µl,
不同濃度之狼尾草水萃取物,混合靜置
10分鐘，於 450 nm測吸光值後，再加
以 25mM磷酸緩衝溶液(pH6.8)配製的
3.8mM L-DOPA，混合靜置 10分鐘，再
於 450nm測吸光值。結果如表一所示,
狼尾草之萃取物對酪氨酸酶並不具抑

制力。 
 

狼尾草水萃取物對 B16細胞生長
及存活率之影響 
以MTT全名為 3-（4,5-dimethyl- 

thiazol-2-yl）-2,5- diphenyl- tetrazolium- 
bromide，為一黃色染劑，加入細胞培
養液中，會經擴散進入細胞中，在存活

細胞中，經粒線體之 succinate 
dehydrogenase去氫還原作用後形成藍

紫色的 formazan結晶，用 DMSO將
formazan結晶溶出，可得到藍紫色溶

液，於 550nm測吸光值，由吸光值高低
便可知存活細胞的多寡，因此常用於檢

測藥物對細胞生長及存活率之影響。將

100µl細胞植入 96孔洞之培養盤

（6*103cells/well），24小時後加入含各
種不同濃度試劑或萃取液之培養液

100µl，經 72小時培養後，以 PBS沖洗
一次，再加入含MTT之新鮮培養液
（0.5mg/ml）100µl，置於培養箱中 2.5
小時後取出，並除去培養液，用 DMSO
將藍紫色結晶溶出，再以 ELISA reader
判讀波長 550nm時之吸光值，可由此比
較細胞經 200,400,800,及 1000µg/ml之
狼尾草水萃取物作用, 不同濃度狼尾草

水萃取物對 B16細胞生長之變化,結果

上述狼尾草水萃取物濃度對 B16細胞
生長率均高於 95%,並無顯著之影響變
化,可將上述濃度狼尾草水萃取物添加

至 B16測試其對黑色素生成是否具調
控作用。 
 

狼尾草水萃取物對 B16細胞黑色
素生成調控作用之影響 

B16細胞分別加入 200,400,800,及
1000µg/ml之狼尾草水萃取物,經 24及
72小時培養,利用錐蟲藍染劑計算出細

胞數目後，將各稀釋的細胞懸浮液，取

固定的細胞數目（1*106細胞）來做黑

色素含量的分析。取完所需的細胞數目

後，經離心倒掉上清液，將細胞 pellet
拍散，加入 1毫升之 PBS沖洗，然後將
細胞懸浮液轉移至小離心管內，再離心

6,000g、10分鐘，倒掉上清液，將細胞
pellet拍散後，加入 0.5毫升 1N之
NaOH，加熱溶解 30分鐘；待 30分鐘
後，從小離心管中取出 200µl的細胞懸
浮液置於 96孔洞培養皿中，以 405nm
的波長來測黑色素的變化量(Kim, 
2002)。以購自 sigma之人工合成之黑色
素以 12.5,25,37.5, 50,75, 100,125,及 250 
µg/ml種濃度人工合成之黑色素製作標

準曲線,以內插法測得 B16細胞所產生
之黑色素濃度。結果如表二所示,狼尾草
之萃取物對 B16細胞黑色素生成調控
作用並不具影響力。 
 

狼尾草水萃取物於 B16細胞內對
酪胺酸酶活性影響 

B16細胞分別加入 200,400,800,及
1000µg/ml之狼尾草水萃取物,經 24及
72小時培養, 以 cytometer計量(約
150×104個 cell/ml)，取 B16細胞以 PBS
清洗二次，加入萃取緩衝劑 (1% 
nonidet P-40,0.01%SDS, protein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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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or)於 4℃下以超音波震盪 5分
鐘，12000rpm,30分鐘離心,取上清液，
即為酪胺酸酶抽出液。在 96孔洞培養

皿中，於每個孔洞中加入酪胺酸酶抽出

液 70µl及 100µl之 L-DOPA，放入 37℃
培養箱中反應 30分鐘，採用 ELISA 
reader判讀 492nm的波長來測其吸光值

的變化量。結果如表三所示,狼尾草之萃
取物對細胞內酪氨酸酶並不具抑制力。 
 
綜合上述可知狼尾草之萃取物於

試管內對洋菇酪胺酸酶活性並不具抑

制力,於 B16細胞內對黑色素生成調控
及酪胺酸酶活性調控均不具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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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狼尾草水萃取物(WEN)於試管內對酪胺酸酶活性影響 
 
Compound(µg/ml)  relative inhibitory 

activity(%) 
Blank (二次水)  0 
WEN-200 0 
WEN-400 0 
WEN-800 0 
WEN-1000 0 

 
 
 
 
 
 
 
 

表二. 狼尾草水萃取物(WEN)對 B16細胞黑色素生成調控作用之影響 
 

Compound (µg/ml)  melanin(µg/ml) 
     1day 3day 
Blank  46.87 56.64 
DMSO  45.37 60.45 
WEN-200 46.12 59.75 
WEN-400 46.87 57.11 
WEN-800 43.85 56.64 
WEN-1000 45.82 56.64 

 
 
 
 
 
 

表三. 狼尾草水萃取物於 B16細胞內對酪胺酸酶活性影響 
 
Compound (µg/ml) specific activity (unit/mg) 
Blank 12.5 
DMSO  13.9 
WEN-200 14.9 
WEN-400 12.6 
WEN-800 13.3 
WEN-1000 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