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CNPH9508 

計畫名稱：台灣民間草藥市場品調與基原鑑定研究 

 

執行期間：94 年 1 月 1 日至 94 年 12 月 31 日 

 

□整合型計畫 ■個別型計畫 

計畫總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陳莉螢 

子計畫主持人：  

  
  
  
  
  
  
  
  

 
 
 
 
 

中華民國 96 年 02 月 27 日 

 
 
 
 



 
 
 
 
 
 
 
 
 
 
 
 

     

前言 

     針對台灣產中草藥進行一系列的抗發炎活性的篩選，發現台灣扁柏

(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osana)葉的甲醇抽出物，其抗發炎活性的最

小抑制濃度為0.0625 mg/ml，於是引起對本植物的化學及生物活性成分的研究興

趣，目的為有效利用台灣產中草藥的資源進行抗發炎活性成分之研究，找出其先

導化合物，修飾其構造，以建立SAR來開發抗發炎新藥物。 

本論 

台灣扁柏 (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osana)，別名黃檜、厚殼，為

扁柏屬(柏科)植物，是台灣的特產和紅檜、鐵杉、肖楠、華山松等，合稱臺灣五

木，為台灣固有重要的針葉樹，生長於中央山脈海拔1,300~2,800 公尺之山區，

其木材有辣味、具芳香、且耐朽抗蟲性之強，本省其他木材均難與之匹敵。臺灣

扁柏為常綠大喬木，幹通直，樹高可達四十公尺以上，直徑約1.8-3 公尺，樹皮

厚、紅褐色，呈長條狀剝落，大枝密生而平展，小枝扁平、葉鱗片狀作交互對生，

三角形，表面深綠色，先端銳形，小蕊毬花卵形乃至長橢圓形。毬果短橢圓形至

球形，徑9-10 mm 十一月上旬成熟，子葉兩枚，熟時呈黃褐色，果鱗8-10 枚、

盾形、中央具一小突起，每果鱗有種子2-5 粒，種子具狹翼、徑約2-4 mm，本種

與日本原產之日本扁柏極為相似，據早田文藏氏亦以為，台灣產者除較日本所產

者，毬果及種子稍小外，幾乎無區別，往往不易分辨。藥用部分，精油用於治結

核、淋病、尿道消毒、防蟲劑、合成樟腦原料、龍腦、製造香柏油，葉為解熱、

鎮咳、去瘀、治吐血(民間煎服)等。 

萃取與分離 

台灣扁柏葉部 600 克，經陰乾一星期，於室溫下以 5 公升甲醇冷浸泡三次，

每一天萃取一次，三次之萃取液經減壓濃縮所得樣品稱-Cha-ME (50 克 ) 

，此時藉由巨噬細胞(RAW264.7)進行生物抗發炎活性測試,同時進行細胞毒性測

試。結果於圖-1。由於初步活性測試有明顯抗發炎結果,接著進行分配萃取，萃

取三次，每次各 500 毫升，分得水層、乙酸乙酯層、正丁醇層。結果於圖-2。經

減壓濃縮所得之各層濃縮液藉由巨噬細胞(RAW264.7)再次進行生物活性測試以

及細胞毒性測試，水層和正丁醇層抗發炎生物活性明顯.結果於圖-3。為了再純



 
 
 
 
 
 
 
 
 
 
 
 

     

化扁柏葉，由分配萃取而來的正丁醇層樣品稱-Cha-MBE 加以管柱層析分離純

化。取 100 公克的矽膠來充填管柱，作管柱層析，沖提劑依序為二氯甲烷、甲醇、

水混合液，依不同比例沖提。每 10 毫升沖提劑收集一試管，共收集 120 管。 

利用薄層層析每管做檢測鑑定後共收集成 6 Fractions。在此編號 

Cha-MBE-1~6。簡稱 F1~F6。相同地，做生物活性評估以及細胞毒性試驗，判斷

生物活性以及其極性高低之相關性。結果於圖-4。再用 Cha-MBE 加以管柱層析分

離純化。以 Sephadex LH-20 填充管柱。藉由不同分子量加以分離。經層析後共

獲得 3個 Fractions。在此以 Cha-MB1~3 表示。同時進行生物活性評估以及細胞

毒性測試.結果如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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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E & LPS 細胞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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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發現 Cha-ME 在濃度 0.25 mg/ml 到 濃度 

0.0625 mg/ml 之間都有抗發炎的生物活性和高細胞存活率。 

圖 1 

       

     

                

圖 2 

Partition 

水/乙酸乙酯 

乙酸乙酯層 

4.67 g 水層 4.54 g

Partition 水/正丁醇 

正丁醇層 

2.181 g 

Cha-ME 12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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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由 Partition 而來的三層不同產物分別取濃度 0.2 mg/ml 和濃度 0.15 mg/ml

進行活性評估和細胞存活率測試。 

發現 正丁醇層和水層皆具有相當好的生物抗發炎活性和細胞存活率。 

 

細胞活性測試 

細胞毒性測試 



 
 
 
 
 
 
 
 
 
 
 
 

     

CHA-M-B F1~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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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B F1~F6  細胞毒性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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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表為 Cha-MBE-1~6 .以 F1~F6 表示 濃度各取 0.1 mg / ml  

2.測試結果發現扁柏在正丁醇層經管柱層析後得到不同極性產物的活性測試.證

明極性低的產物有高抗發炎活性以及高細胞存活率.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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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為 Cha-MB 1~3 各取濃度 0.15 mg/ml 和 0.1 mg/ml 

發現分子量大的產物具有相當高的生物抗發炎活性以及高的細胞存活率。 

                      圖 5 

 

  目前活性本體的分離仍在進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