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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 高效液相層析法，大葉千金拔，菲律賓千金拔，闊葉大豆，基源辨識，

品質評價。 

 

    一條根為台、閩、粵地區著名之中藥材，有舒筋活血、鎮痛解熱和消腫的功

效。常用在治療風濕症、關節炎與筋骨酸痛等諸症。台灣之一條根藥材主以豆科

(Leguminosae)植物千觔拔屬 Flemingia之根為主；而金門、馬祖與澎湖等地卻以

同科植物大豆屬 Glycine為主，民間販售時甚多以他科或他屬植物之根的混用、

代用、冒用。現最常使用之一條根為大葉千金拔(Flemingia macrophylla Willd.) 、

菲律賓千金拔 (Flemingia philippinensis Merr. & Rolef.)和闊葉大豆 (Glycine 

tomentella Hayata.) 。大葉千金拔已知有 daidzin、 fleminone 、qurateacatechin 、

genistein 及 genistin 等黃酮類成份；菲律賓千金拔有 flemiphilippinin C 、

flemiphilippinin D 、flemichin D 及 β-sitosterol成份；而闊葉大豆之成分目前並

無文獻發表。 

本研究之重點是大葉千金拔異黃酮類化合物成分，有大豆素(daidein)、

大豆苷 (daidzin)、芒柄花素(formononetin)、金雀異黃素(genistein)等。用

column及preparative LC，配合製備型HPLC管柱，分離純化出三種有明顯差異的

成分，分別為大豆素、大豆苷與金雀異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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