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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Morinda citrifolia（Rubiaceae）其俗名為

Noni。本實驗以 80℃熱水、50 % 與 99.5%
酒精、乙酸乙酯及超 臨界二氧化碳

（SFE-CO2）等萃取條件，對海巴戟天之果

實進行成分萃取，共得 8種萃取物；依 Trolox 
當量的抗氧化能力、清除 DPPH 自由基能
力、清除超氧陰離子能力、清除氫氧自由基

能力、清除過氧化氫能力以及螫合鐵能力等

方法，進行抗氧化成分的分析，並將這些樣

品進行總酚類含量測定，用以了解其抗氧化

物質與總酚類含量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a）
乙酸乙酯所萃取的果實，其抗氧化能力與總

酚類物質可能有關；（b）以 50﹪酒精萃取的

海巴戟天之果實比其他萃取方式具有較佳的

總抗氧化能力（TEAC）與 DPPH自由基供氫
能力，並且抗氧化的特性較具多樣化，如具

有顯著的清除氫氧自由基以及螯合鐵的能

力，值得作為進一步純化抗氧化物質的方

法。然而整體而言，海巴戟天之果實萃取物

的抗氧化活性，皆比標準品差。 
  

關鍵詞：海巴戟天，諾麗，抗氧化活性，超

臨界二氧化碳萃取。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antioxidative activity of extracts from fruits of 
Noni (Morinda citrifolia). Hot (80℃) water, 50 
% aqueous or absolute ethanol, ethyl acetate 
and supercritical fluid carbon dioxide（SF-CO2）

were used as solvents to extract the effective 
components from fruits of Noni. The 
antioxidative activity of extracts was measured 
by Trolox equivalent antioxidant capacity 
(TEAC) assay, the scavenging ability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 superoxide ion, 
hydroxyl radical and hydrogen peroxides）and 
the chelating activity on ferrous ions. The 
amount of total phenols was also determined in 
the various extract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e 
following: (a) the antioxidant efficiency of the 
extract of ethyl acetate may be attributed to its 
phenolic content; and (b) the 50 % aqueous 
ethanol extract was exhibited various 
antioxidative activity, for example, showed 
higher TEAC, DPPH assay, the scavenging 
ability of hydroxyl radical and the chelating 
activity on ferrous ions. The 50 % aqueous 
ethanol extraction is preferably used as a 
method in the extraction of antioxidant. 
However, Noni fruits showed not the best 
antioxidative activities compared to standard. 

 
Keywords: Morinda citrifolia, Noni, 
antioxidative activity,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extraction 
 



 
 
 
 
 
 
 
 
 
 
 
 

     

二、前言 
 

Morinda citrifolia（Rubiaceae）其俗名為
Noni。中文名為海巴戟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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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平洋群島及法屬玻里尼西

亞大溪地、印度、薩摩亞群島。植物型態為

常綠小喬木，樹幹上方枝條具有四稜角，全

株平滑無毛；葉具短柄、對生，形狀為橢圓

形或長橢圓形，兩端均銳；果實為漿質聚合

果，由擴大而合生的花萼組成，形狀為球形、

長瓜形或三稜形，果實內子核多達 300 多個
不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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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種植及採收

容易，南部農民對於種植該類植物的興趣亦

相當濃厚，目前已供應國內外廠商及餐飲業

使用。如果海巴戟天經由改進調製或萃取的

方法，其生理活性研究分析亦得到科學驗

證，不僅材料極具本土性開發價值，適合台

灣種植與開發量產，也可以帶動南部生物科

技產業的發展。 
 
三、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 
 

依據民間傳統療法的資料顯示（1），海巴

戟天的花、果、葉、莖、樹皮、根皆可調製，

可分開或合併飲用，相傳各部位具有百種以

上醫療保健功效，當中包括糖尿病、高血壓

與癌症的預防及治療效果，事實上，食用或

飲用海巴戟天的相關產品已在南台灣掀起一

股風潮，然而對於支持海巴戟天之民間傳統

療法的科學證據或有關生物活性的研究文

獻，卻顯得薄弱與不足，這種現象對於消費

者來說相當沒有保障，值得有關單位重視。

最近 Sang, S., 2001 （2）研究發現由海巴戟天

的葉純化出來的物質（Flavonol glycosides 
and iridoid glycoside）具有抗氧化性；Zin, 
ZM.,.2002（3）研究顯示以甲醇萃取的根，抗氧

化活性較高，若再利用分液漏斗，由乙酸乙

酯-水-甲醇進行葉、果實與根的液液相分劃，

其乙酸乙酯部分的中的成分皆有抗氧化活

性。本實驗的研究方向乃基於海巴戟天的抗

氧化特質，擬以熱水、酒精、乙酸乙酯及超

臨界二氧化碳萃取等四種方法，製備及萃取

海巴戟天之果實，評估不同萃取方式對海巴

戟天之果實中抗氧化物質的影響。 
 
四、研究方法 
 

（一）海巴戟天之果實的製備與萃取： 

研究材料海巴戟天（台灣 2 號）係購
自南部農產地，其果實經烘乾後，由磨粉機

輾磨（mesh 12）裝瓶，並置入除濕器中冷藏

備用。利用超臨界二氧化碳（Supercritical 
Fluid Extraction；SFE-CO2）

（4）及乙酸乙酯能

有效萃取樣品油溶性物質的能力，與熱水對

水溶性物質及酒精對醇溶性物質萃取能力佳

的特性等四種方法，進行萃取海巴戟天之果

實內抗氧化性物質。超臨界二氧化碳萃取

（Zaar Tech., Inc），考慮到高壓萃取方式會在
大量製備時，提高生產成本，不符開發價值，

故僅採用以下四種不同的壓力及溫度條件：

（I）1500 psi，35℃；（II）1500 psi，50℃；
（III）3500 psi，35℃；（IV）3500 psi，50
℃，藉以改變萃取物質對二氧化碳的溶解度

與萃取效率，萃取時間定為5小時，CO2流速

為3 mL/min，萃取樣品每次約重 12 公克
（4）。另一方面，取相同重量的樣品利用熱水

（80℃）、50%酒精、95%酒精及乙酸乙酯來

進行萃取海巴戟天之果實的萃取；綜合上述

方法共得 8 項不同萃取方式的海巴戟天樣

品。 



 
 
 
 
 
 
 
 
 
 
 
 

     

（二）進行活體外（in vitro）抗氧化機能性
評估（5-7）。 

1. Trolox當量的總抗氧化能力測定

（TEAC） 

2.清除自由基、活性氧及螯合鐵能力

之測定： 

清除 α ， α-diphenyl-β-picrylhydrazyl
自 由 基 (DPPH•) 、 氫 氧 自 由 基
(•OH)、超氧陰離子(O2

•-)、過氧化氫
(H2O2)及螯合金屬離子能力；可作為

海巴戟天中抗氧化物質之抗氧化機

制比較。 

（三）總酚類化合物測定：以 gallic acid 為
標準品，樣品加入0.5mL 
Folin-Ciocalteu phenol reagent，再加入
3 mL 20％ Na2CO3 溶液，於室溫下反
應 15 分鐘後加入5 mL 去離子水後

混勻，以 1,250×g 離心 5 分鐘，再
以 725 nm測其吸光值並計算總酚類

含量。 

 
四、結果與討論 
 

該計劃中係利用 80℃熱水、50 % 與
99.5%酒精、乙酸乙酯及超臨界二氧化碳

（Supercritical Fluid Extraction；SFE-CO2）等

萃取條件，對海巴戟天之果實進行成分萃

取，共得 8種萃取物；依 Trolox 當量的抗氧

化能力、清除 DPPH自由基能力、清除超氧

陰離子能力、清除氫氧自由基能力、清除過

氧化氫能力以及螫合鐵能力等方法，進行 in 
vitro 抗氧化活性的評估，並將這些樣品進行

總酚類含量測定，用以了解其抗氧化物質與

總酚類含量之間的關係，結果如圖一至七所

示。 
1.  比較 TEAC法分析抗氧化活性的結果，顯
示以 50% EtOH及 SFE-CO2 3500 psi, 35
℃萃取的方法，具有最佳的抗氧化能力

（圖一）。 

2. 以 SFE-CO2 1500 psi, 35℃及 SFE-CO2 
3500 psi, 50℃所萃取的果實，具有最佳的
清除 H2O2的能力，但皆比維生素 C差。
（圖二）。 

3. 以 50% EtOH及乙酸乙酯所萃取的方法具
有最佳的清除 O2

-•的能力（圖三）。 
4. 以清除 DPPH自由基的能力作比較，結果

顯示以 50% EtOH 及 SFE-CO2 3500 psi, 
35℃萃取的方法具有最佳的抗氧化能力

（圖四），但皆比維生素 C差。 
5. 以 99.5% EtOH及 50% EtOH萃取的果
實，具有最佳的清除氫氧自由基的能力，

但皆比維生素 C差。（圖五）。 
6. 以 50% EtOH與乙酸乙酯所萃取的果
實，螯合鐵能力顯著最高（圖六）。 

7. 乙酸乙酯所萃取的果實，所含總酚類含量

最高（圖七）；然而以乙酸乙酯所萃取的

樣品中只以清除 O2
-•的能力，以及螯合鐵

能力較顯著，顯示其抗氧化能力與總酚類

物質可能有關，但其他抗氧化能力則與總

酚類物質的相關性不高。 
8. 綜合來說，以 50﹪酒精萃取的海巴戟天之

新鮮果實比其他萃取方式具有較佳的總

抗氧化能力（TEAC）與 DPPH自由基供
氫能力，並且抗氧化的特性較具多樣化，

如具有顯著的清除氫氧自由基以及螯合

鐵的能力，值得作為進一步純化抗氧化物

質的材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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