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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東方女性通常希望擁有白皙的肌膚，為了滿足消費者需

求，國外許多人努力尋找具有黑色素抑制效果之成分，目前衛

生署公告之美白成分中包含 vitamin C 衍生物, arbutin 及 kojic 

acid等，這些成分均具有酪胺酸酶抑制活性，（酪胺酸酶是黑色

素形成過程中相當重要的酵素，一般認為只要能抑制酪胺酸酶

的活性，就有皮膚美白的功效)，除了這些成分外，有些中藥如

甘草(Glycyrrhiza glabra)及桑枝(Morus alba)等的酒精萃取液也

被發現具有酪胺酸酶抑制活性，其他中藥之類似功效，目前正

在研究當中。中藥是我國珍貴的資產，因此，本計畫希望能將

中藥應用到藥用化粧品，一方面可以擴大中藥的應用範圍，同

時也能提高中藥的經濟價值。 

 

(二)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目前衛生署雖然有公告美白成分與限量(表一)，但是其美

白效果仍然與消費者的期待有很大落差，因此本計畫擬將這些已

公告成分與具美白潛力之中草藥結合，成為「複合式」美白配方，

希望開發更具功效之美白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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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衛生署公告美白成分表

 

(三)文獻回顧與探討 

日、韓及中國大陸一直積極將中藥應用在化粧品，國

內過去較少進行中藥應用在化粧品之研究，本實驗室為了開

創中藥之新用途，於是進行中藥在美白方面應用之篩選工

作，初步由 80種中藥篩選出甘草(Glycyrrhiza glabra)、桑枝

(twig of Morus alba)、桑白皮(root-bark of Morus alba)、牡丹

皮(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EWS)、木瓜(Chaenomeles speciosa)

等具有酪胺酸酶抑制活性，這些中藥以桑枝的抑制能力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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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不過這些中藥只有甘草屬於衛生署於 87 年 4~6月所

調查之藥廠及醫院中藥單味銷售排行第 3名。 

  

 

表二、中藥酪胺酸酶抑制活性 

中藥名稱                      抑制率

(1mg/ml) 

桑枝                         79.5 % 

甘草*                        75.0 % 

桑白皮                       72.0 % 

牡丹皮                       69.4 % 

木瓜                         47.7 % 

 

*屬於衛生署於 87 年 4~6月所調查之 

藥廠及醫院中藥單味銷售排行第 3名 

 

(四)研究方法與步驟 

(1) 設備：分光光度計 Chromameter CM-508I (Minolta), In vitro SPF

測試儀 

        UV1000S (Labsphere, USA), 紫 外 線 光 譜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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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ophotometer U-3200(Hitachi) 

(2)材料： 

A. 中藥材 : 甘草 (Glycyrrhiza glabra)、桑枝 (twig of 

Morus alba)、桑白皮(root-bark of Morus 

alba) 、 牡 丹 皮 (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EWS) 

B. 酪胺酸酶: mushroom tyrosinase (Sigma) 

C. 酪胺酸酶抑制劑：vitamin C, hydroquinone, arbutin, 

kojic acid, azelaic acid (TCI) 

D. 酪胺酸: L-tyrosine (Sigma) 

E. 細胞株: B16 mouse melanoma cell line (食品工業研

究所/國家衛生院 CRCC3360) 

(3)研究設計：中藥以酒精萃取的方式處理後，以衛生署公告之美

白成分作為複合添加劑，並以未添加者作為對照組進行美白效

果評估，評估方法包含 in vitro及 in vivo。 

(4)實施方法及進行步驟： 

I：中藥酒精萃取液之製備 

1. 將確認過之中藥材切細 

2. 分別稱 100克加入 1000 ml純乙醇，浸泡 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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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減壓濃縮 

4. 過濾 

5. 真空乾燥，稱重備用 

 

II.中藥之美白效果評估 

II-1. 體外(in vitro)酪胺酸酶抑制活性測定 

1. 分別取定量複合式中藥或 vitamin C, arbutin, kojic acid等，加

入 70 units mushroom tyrosinase ，再加入 0.5 ml L-tyrosine 

(0.1 mg/ml)中，於 37 ℃放置 10分鐘。 

2. 利用分光光度計測量波長 475 nm 之吸收值，將未加任何藥

材之吸光值減去待測藥材之吸光值除以未加任何藥材之吸

光值再乘以 100 即為該藥材之酪胺酸酶體外活性抑制百分

比。 

3. 比較複合式中藥與 vitamin C, arbutin, kojic acid等美白成分

之酪胺酸酶體外抑制活性。 

4. 分別計算其酪胺酸酶體外抑制活性之 IC50 

 

II-2 細胞黑色素抑制試驗 

1. 培養 mouse melanoma B16 細胞至八分滿 

2. 將中藥酒精萃取物或 vitamin C, arbutin, kojic acid等材料分

別加入細胞培養液中。 

3. 三天後將細胞溶解(1 % Triton-X/PBS) 

4. 細胞溶解液中加入 10 mM之 L-DOPA，置於 37 oC, 60分鐘。 

5. 以分光光度計測量波長 475 nm 之吸收值，依上述方法計算

其酪胺酸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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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複合式中藥美白乳液之人體(in vivo)有效性試驗 

1. 選定受試者手背無色素沉積區域數個(每一區的面積為 3x3 

cm2)。 

2. 塗抹樣品前先以 Minolta分光光度計測定膚色，然後每天塗

抹兩次樣品。 

3. 每週以 Minolta 分光光度計測定塗抹美白乳液及塗抹對照乳

液部位之皮膚的 L*a*b*值。 

4. 連續測定 8 週，然後比較 L*a*b*值的差異，將塗抹對照乳

液部位之皮膚之 L值減去塗抹美白乳液部位之皮膚之 L值，

其差異值每 3點以上表示該美白乳液有明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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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 

桑枝、甘草、牡丹皮在中國臨床醫學上之應用已有數千年歷

史，在臺灣已普遍種植、栽培容易且成本低廉的植物。桑枝：本

草綱目記載通血氣、利五臟、治風寒濕痺諸痛；甘草：文獻記載

為鎮咳袪痰藥，又用於以緩和其他藥物之刺激毒，並以矯味；牡

丹皮：文獻記載為鎮靜鎮痙藥，為婦科用藥及緩和創傷痛，固肌

膚；且皆可供作藥用，且無不良之副作用。 

在現今時代潮流，漸漸走回復古、崇尚天然、回歸自然之風

潮，不僅保養品更要跟上時尚潮流，天然的化粧品原料來源更已

是重要的消費意識。 

本研究目的，乃將中草藥用植物進一步開發成化粧品原料，

並且應用於化粧品配方中，藉以開發出有效性、安全性、天然無

污染且低成本的化粧品原料，實際運用於保養產品中。以下為本

研究之藥材介紹： 

桑枝 (MORI RAMULUS, Mulberry Twig) 為桑科Moraceae

植物桑 Mours alba L. 之莖或枝幹。性狀：呈長圓柱形，少分枝，

長短不一，直徑約 0.5~1.5 cm；表面灰黃色至灰棕色，有多數淺

棕色點狀皮孔及細縱紋，並有灰白色略呈半月形的葉痕和棕黃色

的小芽。質堅韌，不易折斷，斷面黃白色、具纖維性，切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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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mm，皮部較薄木部有放射狀紋理髓部白色，海綿狀、氣微、

味淡。 

甘草(GLYCYRRHIZAE  RADLX, Glycyrrhiza)為荳科植物

甘草 Glycyrrhiza glabra L. 或其他同屬別種植物之乾燥根及根

莖。性狀：呈圓柱形，直徑約 1~3 cm。末去皮者現黃棕色或灰

棕色，外面有縱皺紋並常附有小芽及鄰葉。去皮者現淡黃色，外

面呈纖維狀。根莖之横切面在半徑約三分之二處有頗明顯之形成

層，中心髓部甚小，木質部及韌皮部呈放射形。折斷面呈粗纖維

性。臭微而特殊，味甜。 

牡丹皮(MOUTAN  RADICIS  CORTEX , Tree Peony Bark) 

為毛茛科Ranunculaceae 植物牡丹 Paeonia suffruticoosa Andr. 之

乾燥根皮。性狀：呈筒狀或半圓筒狀塊片，有縱剖開的裂縫，向

內捲曲或略外翻，長短不一，通常長 5~25 cm，筒徑 0.5~1.4 cm，

皮厚 2~4 mm。外表面灰褐色或黃褐色；刮根皮外表面淡灰黃色、

粉紅色或淡紅棕色，有多數橫長略凹陷的皮孔痕及細根痕。內表

面淡灰黃色或棕色，有明顯縱細的紋理及白色針狀、片狀或柱狀

牡丹酚結晶。質硬脆，折斷面較平坦，粉性，灰白至粉紅色。有

特殊香氣，味苦而澀，有麻舌感。 

以上藥材經過萃取後，以適當濃度配製後，加入 B-16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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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瘤培養 3天，再測量細胞黑色素生成量，結果如表三所示，桑

萃取液具有較佳之抑制率。 

表三、中藥萃取液對 B-16 黑色素瘤細胞黑色素生成之抑制率 

藥材  萃取液濃度 (mg/ml)  抑制率 % 

桑萃取  0.10  59.13 ± 1.55 

   0.01  56.35 ± 2.52 

甘草萃取  0.10  58.82 ± 2.19 

   0.01  50.46 ± 3.31 

牡丹皮萃取  0.10  58.51 ± 0.31 

   0.01  48.30 ± 1.47 

 

將所獲得之萃取液進一步搭配衛生署公告之美白原料製備

成乳液，再進行酪胺酸酶抑制試驗，結果如表四所示，複合式美

白具有較佳之酪胺酸酶抑制活性，此結果與人體試驗結果相符。 

表四、複合美白樣品之酪胺酸酶抑制活性 

  測試樣品 抑制率 % 

 對照組   0.00  

 桑萃取   13.41  

 甘草萃取   18.01  

 牡丹皮萃取   13.22  

 Whitening agents   60.73  

 桑萃取複合美白   79.50  

 甘草複合美白   78.74  

 牡丹皮複合美白   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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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論 

中藥複合式美白化粧品，具有較佳之美白功效，例如甘草

(Glycyrrhiza glabra)、桑枝 (Morus alba) 及牡丹皮 (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EWS)等的酒精萃取液，其他中藥亦有類似功

效，目前正在研究當中。中藥是先人之智慧結晶，因此，未來

希望能繼續將中藥應用到其他化粧品類別，一方面可以擴大中

藥的應用範圍，同時也能提高中藥的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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