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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南非葉學名扁桃斑鳩菊(Vernonia amygdalina Del.)，屬菊科喬木

植物，原產於非洲和南美洲，在非洲是傳統民俗的保肝用草藥。南非

葉對環境需求低，容易種植，在台灣中南部野外隨處可見，取得相當

容易。南非葉在非洲當地被拿來當做保健茶飲，被認為可以降血壓、

抑制癌症。 

    本試驗將南非葉以 40℃、60℃、80℃烘乾 24 小時，萃取，分別

得到 VA40、VA60、VA80 萃取物，由結果得知，VA40 抑制自由基效

果較佳，是由於 VA40 樣品的總多酚類化合物與總黃酮類化合物含量

較高，但是 VA40、VA60、VA80 皆具有抑制細胞黑色素合成之活性，

我們認為 VA40、VA60、VA80 並非都是相同作用路徑，VA80 雖然總

多酚類化合物與總黃酮類化合物含量較低，但在較高的溫度乾燥下，

似乎產生其他抗氧化成分，不但可以有效減少細胞內氧化壓力，也可

以抑制 UVA 誘發細胞內 GSH 含量增加，並進一步減少細胞黑色素。 

  



 

 

(二)介紹 

近年來的研究顯示，自由基（free radicals）、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和脂質過氧化作用 (lipid peroxidation) 與人類疾病的

發展，包括老化、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有密切關係。人體代謝過程中

會產生自由基與活性氧。在正常狀況下，身體之抗氧化系統會與自由

基相抗衡，以維持正常之生理狀況。當平衡遭到破壞時，活性氧與自

由基產生過量時，就會攻擊細胞組織、細胞膜及基因核苷酸，而造成

細胞變異、傷害，且隨著年齡增加，體內防禦系統也跟著降低，因而

出現疾病或衰老現象。而諸多的研究證實，各類植物中存在多種型式

的天然抗氧化物質 (1,2,3,4) ，可以有效降低氧化傷害，減少疾病發生機

率。 

南非葉為扁桃斑鳩菊 (Vernonia amygdalina Del.)的葉片，也稱為

苦葉，神奇葉，尖尾鳳。南非葉原產於非洲，在當地被視為蔬菜的一

種，生長地區廣泛分佈於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赤道非洲地區，南非葉耐

旱，不過更適合在潮濕的環境中生長。南非葉可生長高達2-5米，直

徑達40厘米，樹皮呈灰褐色，樹葉呈橢圓形，一般葉長4-10厘米，寬

1.2-4厘米，葉緣呈疏鋸齒狀。南非葉化學成分的相關研究相當多，目

前知道其主要活性成分有皂苷、生物鹼、萜類、類固醇、香豆素類、

黃酮類、酚酸類、木酚素、氧雜蒽酮、蒽醌類和倍半萜等
（5）。之前



 

 

研究已從南非葉分離出5大類共32個化合物，分別是1個甾醇類化合物、

3個黃酮類化合物、6個倍半萜烯內酯類化合物、10個甾體皂苷類化合

物和12個脂肪酸類化合物
（5）。南非葉已經被證實具備不同生理保健

功能，包括減少血糖上升，調整血脂肪，減少肝腎的損傷，也具備減

少癌細胞生長活性等。 

由於南非葉的保健作用，受到消費者喜愛，因此常被選用做為保

健偏方的材料，但是目前市面上有關南非葉的相關保健產品非常少見，

造成消費者使用不便。因此本研究將進行不同溫度對南非葉進行乾燥

24小時，並分析南非葉在人類色素細胞的生物活性與南非葉抗氧化成

分分析。進而開發南非葉相關保健產品，作為消費者養生保健之應用，

並進而增加產學合作效能。 

 
  



 

 

(三)結果與討論 

a.南非葉水萃物 VA40、VA60、VA80 製備 

南非葉以 40℃、60℃、80℃烘乾 24 小時，再以粉碎機粉碎，分

別秤粉末樣品 50g，倒入 1000ml 之燒杯中，加入 500ml 去離子水，

熱水煮沸 10 分鐘處理，初步過濾後，以 10000rpm 離心 30 分鐘，所

得濾渣再以同樣條件萃取。收集二次之濾液混和，進行真空減壓濃縮，

再冷凍乾燥得到南非葉水萃物，磨粉備用。樣本分別命名為 VA40、

VA60、VA80。 

b.南非葉水萃物抗氧化總多酚類含量測定 

取不同濃度 VA40、VA60、VA80 之樣品濃度，以 Folin-Ciocalteau 

reagent 溶液混合均勻於室溫下反應 30 分鐘，以 gallic acid 作為標準

曲線的迴歸方程式中，計算 VA40、VA60、VA80 樣品總多酚類化合

物含量分別為 122.1mg/g、86.6mg/g、74.6mg/g。由上述結果可知，

樣品乾燥溫度會影響水萃物總多酚類化合物含量，乾燥溫度越高，總

多酚類化合物損失越大，造成水萃物總多酚類化合物含量減少。 

c.南非葉水萃物抗氧化總黃酮類含量測定 

取不同濃度 VA40、VA60、VA80 之樣品濃度，以 2-aminoetheny 

biphenylborate 和樣本反應呈色，以 rutin 作為標準曲線的迴歸方程

式中，計算 VA40、VA60、VA80 樣品總黃酮類化合物含量分別為



 

 

92.8mg/g、56.3mg/g、37.1mg/g。由上述結果可知，樣品乾燥溫度會

影響水萃物總黃酮類化合物含量，乾燥溫度越高，總黃酮類化合物損

失越大，造成水萃物總黃酮類化合物含量減少。 

d.南非葉水萃物清除 DPPH 自由基能力之測定 

取不同濃度 VA40、VA60、VA80 之樣品進行抑制 DPPH 自由基

反應，由圖一結果可知，在 50~200ug/ml 濃度下，VA40 可以抑制 33

％、42％、51％自由基，VA60 可以抑制 19%、30%、40%自由基，

VA80 可以抑制 17％、23％、33％自由基。由上述結果可知，VA40

抑制自由基效果較佳，這可能是由於樣品的總多酚類化合物與總黃酮

類化合物含量較高，造成水萃物抑制自由基效果較佳。 

e.南非葉水萃物對人類色素細胞 A375 毒性之測定 

取不同濃度 VA40、VA60、VA80 之樣品，處理人類 A375 色素

細胞 48 小時，並進行 MTT 細胞毒性測定，由圖二結果可知，在

10~200ug/ml 濃度下，VA40、VA60、VA80 處理 48 小時後，細胞存

活率皆可達 99％。由上述結果可知，VA40、VA60、VA80 在

10~200ug/ml 濃度下，皆無明顯細胞毒性。 

f.南非葉水萃物對人類色素細胞 A375 黑色素合成抑制之測定 

取不同濃度 VA40、VA60、VA80 之樣品，處理人類 A375 色素

細胞 48 小時，並進行細胞黑色素測定，由圖三結果可知，預先給予



 

 

UVA 照射，48 小時後，可以增加細胞黑色素合成 22％。若同時給予

UVA 照射與不同濃度 VA40、VA60、VA80 之樣品，則可以減少細胞

黑色素合成，甚至低於控制組。在 50ug/ml 濃度下，同時給予 UVA

照射與 VA40、VA60、VA80 處理，可以比單獨 UVA 處理組，分別減

少細胞黑色素合成達到 30％、41％、44％。由上述結果可知，VA40、

VA60、VA80 在 50ug/ml 濃度下，以 VA80 抑制細胞黑色素合成效果

最好。 

g.南非葉水萃物對人類色素細胞 A375 氧化壓力抑制之測定 

由於細胞內氧化壓力與色素細胞的黑色素合成，具有密切相關性，

因此以不同濃度 VA40、VA60、VA80 之樣品，處理人類 A375 色素

細胞 48 小時，並以螢光染劑 DCFDA 進行細胞內氧化壓力測定。由

圖四結果可知，預先給予 UVA 照射，6 小時後，可以增加細胞內氧

化壓力 16％。若同時給予 UVA 照射與不同濃度 VA40、VA60、VA80

之樣品，則可以減少細胞內氧化壓力產生，甚至低於控制組。在

50ug/ml 濃度下，同時給予 UVA 照射與 VA40、VA60、VA80 處理，

可以比單獨 UVA 處理組，分別減少細胞黑色素合成達到 29％、21％、

27％。由上述結果可知，VA40、VA60、VA80 在 50ug/ml 濃度下，抑

制細胞內氧化壓力的效果相似，這個結果暗示，雖然 VA80 在總多酚

類化合物與總黃酮類化合物含量較低，但似乎具備其他抗氧化成分，



 

 

可以有效減少細胞內氧化壓力。 

h.南非葉水萃物對人類色素細胞 A375 榖胱甘肽含量抑制之測定 

榖胱甘肽（GSH）在細胞內的抗氧化系統中，扮演重要功能。由

於細胞內榖胱甘肽（GSH）與色素細胞的黑色素合成，具有密切相關

性，因此以不同濃度 VA40、VA60、VA80 之樣品，處理人類 A375

色素細胞6小時，並以CMFDA螢光染劑進行細胞內榖胱甘肽（GSH）

測定。由圖五結果可知，預先給予 UVA 照射，6 小時後，可以增加

細胞內榖胱甘肽（GSH）含量 22％。若同時給予 UVA 照射與不同濃

度 VA40、VA60、VA80 之樣品，則可以減少細胞內榖胱甘肽（GSH）

產生，但只有 VA80 組榖胱甘肽（GSH）含量低於控制組。在 50ug/ml

濃度下，同時給予 UVA 照射與 VA40、VA60、VA80 處理，可以比單

獨 UVA 處理組，分別減少細胞黑色素合成達到 1％、22％、44％。

由上述結果可知，在 50ug/ml 濃度下，VA80 抑制 UVA 誘發細胞內

GSH 含量增加的效果最好，這個結果暗示，雖然 VA80 在總多酚類化

合物與總黃酮類化合物含量較低，但似乎具備其他抗氧化成分，不但

可以有效減少細胞內氧化壓力，也可以抑制 UVA 誘發細胞內 GSH 含

量增加。 

    由上述試驗可以得知，VA40、VA60、VA80 皆具有抑制細胞黑

色素合成之活性，但並非都是相同作用路徑，VA80 在較高的溫度乾



 

 

燥下，似乎產生其他抗氧化成分，不但可以有效減少細胞內氧化壓力，

也可以抑制 UVA 誘發細胞內 GSH 含量增加，並進一步減少細胞黑色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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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南非葉水萃物清除 DPPH 自由基能力之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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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南非葉水萃物對人類色素細胞 A375 毒性之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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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南非葉水萃物對人類色素細胞 A375 黑色素合成抑制之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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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南非葉水萃物對人類色素細胞 A375 氧化壓力抑制之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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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南非葉水萃物對人類色素細胞 A375 榖胱甘肽含量抑制之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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