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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巴戟天(Morinda citrifolia L.)抗氧化與抗病毒活性研究 
計畫編號：CNBT94-01 

子計畫(1) 海巴戟天葉粗抽物中抗氧化物質的快速篩選與純化 

計畫總主持人：葉東柏 
子計畫主持人：葉東柏 

執行機關：嘉南藥理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執行期間：94年 01 月 01 日至 94年 12 月 31 日 

 

一、摘要 

    綜合多項研究顯示，活性氧物質失調所造
成的氧化性壓迫(oxidative stress)及病毒感染
或入侵，乃是引發疾病的重要原因。據此，本

團隊選定具有多種醫療保健功效，特別是糖尿

病、高血壓防治與抗癌「海巴戟天」(Noni) 作
為材料，分別進行抗氧化及抗病毒活性成分的

追蹤與解析，期能對此一植物的保健功能有更

多的了解。 
本子計畫(子計畫一)的研究是以海巴戟天

葉為材料，目標在於利用 HPLC 之快速特性及
ELISA 之高效檢測能力進行的海巴戟天葉中

抗氧化活性成分之分離、鑑定及純化條件之探

討。首先建立了以 ELISA reader 檢測清除
DPPH 自由基能力的分析程序及其標準曲

線，做為鑑定與篩選抗氧化活性物質的指標。

進而再探討成分萃取的程序及層析之最佳條

件。 
綜合初步試驗得知，海巴戟天葉之乙醇粗

萃取物中具抗氧化能力的成分主要存在於水可

溶部份，更有意義的是活性又集中在其中的一

種化合物，約佔 70%以上。由於本研究建立的

層析程序能夠將各有效成分分離，因而能夠快

速將此一主要成份加以純化。根據現有的數

據，包括溶解性、層析滯留時間及吸收光譜圖

做初步成分鑑定顯示此一主要成份應屬於類黃

酮(flavonoids)，其完整結構將於後續計畫中檢
送該樣品至國科會貴儀中心做進一步分析。 
 
二、緣由與目的 
海巴戟天 (Morinda citrifolia L.)屬茜草科
(Rubiaceae)植物，其俗名為 Noni(1)，台灣文
獻則稱檄樹、水冬瓜、紅珠樹，其他別名還包

括蘿梨、四季果、精力果、長壽果等，印度稱

為桑椹故又名印度桑椹（Indian mulberry）。盛
產於夏威夷群島、薩摩亞群島、南太平洋群島

及法屬玻里尼西亞大溪地。為熱帶植物，適合

生長在本島南部溫溼地帶，氣溫 22℃ 以上，
四季開花結果，台灣的仲夏到季秋為盛產期。

由於本植物在為台灣民間盛行之一種保健食品

且種植及採收容易，故南部農民對於種植該類

植物的興趣亦相當濃厚，目前已有供應國內外

廠商及餐飲業使用。依據民間傳統療法的資料

顯示，海巴戟天的花、果、葉、莖、樹皮、根

皆可調製，可分開或合併飲用，各部位並具有

多種醫療保健功效，當中包括糖尿病、高血壓

與癌症的預防及治療效果(1)。關於海巴戟天所
含的化學成分，相關研究文獻有花(2)、果實
(3,4)、葉(5,6)、種子(7)、根(8)及心材(9)等部
分 ， 共 分 離 出 屬 於 anthraquinone 
glycosides(2,4,10)、flavone glycosides(2)、
fatty acid (3,4,11)、 iridoid glycosides(11)、
steroids(6) 、 triterpenoids(6) 及

polysaccharide-rich substance(11) 等類型的

成分；Sang, S., 2001(6) 由海巴戟天的葉純化

出新物質 flavonol glycosides 和 iridoid 3 
glycoside，經光譜分析與結構鑑定，iridoids 是
由一個以五環為骨架之單.類配醣體，將其成份
稱之 citrifolinoside，而葉中另含有五種熟知的

含多酚類之配醣體（flavonol glycosides），其
中部份成份具清除 DPPH 自由基的能力。根據

本研究團隊過去的研究得知(12-18)，以乙醇粗
萃取的海巴戟天之葉比其他萃取方式（超臨界

二氧化碳萃取技術（SFE-CO2）、乙酸乙酯及
熱水（80℃）萃取）與部位（果實、青莖與褐
莖），含有較高的抗氧化活性（如較佳的清除

DPPH 自由基能力與總抗氧化能力（TE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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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多樣化的抗氧化特性（如具有最佳的清除氫

氧自由基、H2O2 的能力，與螯合鐵能力），

值得作為進一步萃取開發抗氧化物質的材料來

源。 
 
子計畫一的研究目標在於利用初步試驗得知，

具有較高抗氧化能力的海巴戟天葉之乙醇粗萃

取物，嘗試利用 Hitachi 公司之 HPLC 層析裝
置，以 RP-18 管柱進行分析式或半製備式

HPLC 高效率的快速分離，並由自動掃描所得

的光譜圖做初步成分鑑定。在總酚含量的測定

之外，各主要成分將利用 ELISA reader 的快
速檢測優點進行其抗氧化(清除 DPPH 自由基) 
能力。除外，並將比較不同移動相的組成的層

析效果，以找出較理想的分離程序，做為選定

最佳純化條件之重要參考依據。 
 
三、材料與方法 
（一）樣品來源與粗萃取 
海巴戟天的新鮮葉，經 37℃ 烘乾後，以磨粉
機輾磨成粉（mesh 30）。由於過去的研究顯示
(12-18)：以乙醇粗萃取的海巴戟天之葉比其他

萃取方式與部位，含有較高的抗氧化活性與多

樣化的抗氧化特性，因此本研究擬以海巴戟天

葉之乾燥粉末，以 95%酒精在 50℃下熱萃 24 
小時，集合萃液於室溫進行減壓濃縮至乾，所

得萃取物作為本研究材料主要來源。 
（二）抗氧化活性檢測與總酚類化合物測定 
1. 清除　，　 -diphenyl-　 -picrylhydrazyl
（DPPH）自由基能力之測定(19) 油脂在
自氧化的過程中會產生自由基而造成油脂

酸敗，常見的抗氧化物（樣品）可藉由提供

氫(hydrogen donor)來清除脂質過氧化物
自由基(peroxyl radical)進而達到抑制氧化
鏈鎖反應之進行，在抗氧化的研究上通常使

用 DPPH 來評估抗氧化的供氫能力。

DPPH 之甲醇溶液在 517 nm 下會有強吸
光，但是被抗氧化物質(AH)還原時則吸光
值降低，因此在 517 nm 的吸光值愈低即
表示樣品的供氫(即抗氧化)能力愈強。 

2. .TEAC的測定 
方法內容請參考子計畫二 
 
3.總酚類化合物測定 
方法內容請參考子計畫二 
 

（三）抗氧化物質之快速篩選條件的建立

(20-21)  
1.成分分離 
本試驗使用Hitachi 公司之HPLC層析裝置(包
括 D-7100，D-7000 及 D-)，HPLC 所使用之
管柱先以 LichrospherR 100 RP-18e（0.46×
250mm）開始。將 95%酒精葉粗萃取物回溶

於水、60%甲醇及 95%乙醇後，分別取其上清
液進行 HPLC分析。在初期所使用的移動相及
分析條件預定如下：A 液（100%甲醇）與 B
液（水）的混合液由開始的 30：70增至 50：
50 進行 20 分鐘沖提，隨後在 10 分鐘內提升
至 80：20。樣品注入量為 20-200μL，而以流

速 1.2 mL/min的速度進行。層析ㄧ開始時(第 0 
mL)就收集，每管 0.6 mL，共收集 60-80管，
除儀器自動紀錄層析圖譜外，各管再分別測定

其 UV 吸光值。必要時改用較大直徑的分析管
柱(1.0x150mm 或 1.0x250mm)進行半製備式

分離，以獲得較高濃度的樣品量。 
 
2.濃縮樣品準備 
分別取上述各管溶液 0.2 mL 於 96 槽微量盤

中，二重複，並進行減壓或凍結.燥。.燥樣品
溶於 50%甲醇。 
 
3. 抗氧化能力測定及成分種類之初步判定上

述各樣品再配合 ELISA reader的使用，進
行抗氧化能力(DPPH 清除能力)測定(見上
一節說明)。同時藉由光二極圖譜(photo 
diode array)進行成分種類之初步判定。 

 
（四）主要抗氧化物質之純化 
本試驗將採用半製備式 HPLC 裝置或

Pharmacia 之 AKTA Prime 層析裝置進行抗

氧化物質的純化，初期將以 HPLC為主。後期
大量純化時則將採用後者，程序大致如下：首

先將管柱與層析裝置連結，選用之管柱為直徑

2.5 公分者，管柱中的矽膠層（RP-18, 25-45
μm）先以甲醇溶解再填充，高度約 20 公分。
活性成份的分離程序乃根據上一節所建立的最

適條件，先進行平衡，樣品注入，並以溶劑沖

提進行管柱層析，再分別收集含活性成分區

劃。最後經濃縮，各區劃以 HPLC鑑定純度，

再量測其抗氧化能力。如若能獲得抗氧化能力

強，而且純度夠的活性成份，將於後續計畫中

送該等樣品至國科會貴儀中心做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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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鑑定活性成份的結構。 
 
（五）實驗流程概述：  
選取海巴戟天之葉磨成粉過篩（30 mesh）  
↓  
以 95%酒精 80℃加熱迴流萃取 2 小時 
↓  
取酒精層減壓濃縮至乾 
↓  
取一定量用水(15mg/mL)溶之 
↓  
上清再分別以 60 甲醇及 95%乙醇溶之 
↓ 
取各區分之部份萃取液進行 DPPH 清除能力

測定 
↓  
進行 HPLC 層析並收集各區劃及濃縮於微量

盤 
↓  
利用ELISA reader 測定清除DPPH 自由基能
力 
↓  
利用 HPLC 或 LC 進行純化 
 
四、結果 
1. 海巴戟天葉 95%酒精萃取物回溶各區分之

DPPH 清除能力 DPPH 清除能力 95% EtOH 
上清 60%MeOH 上清 95%EtOH 上清 Total 
以ΔA492計 225.25 Trlox相當量 83.11 44.81 
353.18 (μg/mg) 以ΔA595 計 210.93 76.35 
69.18 356.47  
 
2. 海巴戟天葉 95%酒精萃取物回溶各區分之

HPLC 層析圖。 
A. 水溶液上清(分析條件：甲醇濃度 30 　 50
　 80)  
y = 4.7437x - 0.1299  
R2 = 0.9994  
0  
20  
40  
60  
80  
100  
0 4 8 12 16 20  
Trolox (μg/mL)  
DPPH清除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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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60% 甲醇溶液上清(分析條件：甲醇濃度 30
　 50　 80)  
3. 海巴戟天葉 95%酒精萃取物回溶液之

HPLC 各區分的抗氧化活性。 
A. 水溶液上清(分析條件：甲醇濃度 30 　 50
　 80　 80)  
B. 60% 甲醇溶液上清(分析條件：甲醇濃度 30
　 50　 80　 80)  
4. 海巴戟天葉 95%酒精萃取物主要抗氧化活

性物質之純化 
將上述水溶液上清之 HPLC 層析所分離具抗

氧化活性之主要區分(16-18 分)收集再注入 
HPLC 管柱進行純度的確認，由下列層析圖顯

示其純度已達可進行結構鑑定的程度。 
 
五、討論 
根據文獻報導、民間傳統療法及本團隊的初步

研究結果顯示，海巴戟天所含的化學成分， 具
有相當多種的醫療保健功效，特別是糖尿病、

高血壓的預防及治療功能相當顯著，甚至對部

份癌症亦具有的療效。然而各部位之有效成分

的科學研究卻仍在起步階段，值得進一步的探

討。 
綜合多項研究的結論是，活性氧物質失調所造

成的氧化性壓迫(oxidative stress)及病毒感染
或入侵，乃是引發疾病的重要原因。據此，本

團隊選定利用海巴戟天作為材料，分別進行抗

氧化及抗病毒活性成分的追蹤與解析，期能對

此一植物的保健功能有更多的了解。 
傳統的天然物有效成分的分離與活性檢測，包

括一連串的層析、濃縮程序，再進行化學或生

物檢測，相當費時。為了提高篩選效率，並加

快後續之純化操作，本研究將嘗試以分析式或

半製備式 HPLC 進行初萃物之高效分離，並由

光譜做初步成分鑑定。各主要成分利用快速檢

測技術(初步將考慮 96 槽微量盤反應配合

ELISA reader 的使用)分析其抗氧化能力及總

酚含量，並比較不同移動相的組成的層析效

果，以找出理想的分離程序，做為選定最佳純

化條件之重要參考依據。 
本研究乃根據 HPLC之快速特性，探討並建立

最適分離條件。再藉由 ELISA 之高效檢測能
力，使得本研究能夠很快的鑑定出主要的抗氧

化活性成分，並加以純化。根據現有的數據，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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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溶解性、層析滯留時間及吸收光譜圖等顯示

此一主要成份應屬於類黃酮(flavonoids)，其結
構將於後續計畫中檢送該樣品至國科會貴儀中

心做進一步分析。至於大量製備將使用製備式

HPLC 或 Pharmacia 之 AKTA Prime 層析裝
置。而本研究所建立海巴戟天葉萃取液中抗氧

化物 
質的分離與檢定方法，應可提供做為萃取液商

品化 QA/QC科學技術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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