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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本研究探討狼尾草水萃取物(WEN)對

大鼠肝細胞 Clone9 細胞之蛋白氧化之影

響。結果顯示，狼尾草水萃取物(WEN)對

大鼠肝細胞 Clone9細胞之蛋白氧化具有良

好的抗氧化力，惟其保護蛋白抗氧化未隨

著添加濃度的增加而增加。此結果顯示狼

尾草水萃取物(WEN)含有天然抗氧化活性

成分具有 primary antioxidants 的角色，可

以保護蛋白質免於氧化修飾。 

關鍵詞：狼尾草、蛋白氧化 
 

二、前言 

    在正常生理代謝過程中，會伴隨具有

氧化傷害能力之自由基的產生。其中，含

氧及含氮自由基 （如 O2
-, NO, ONOO-）在

體內具有生理調節與組織傷害的角色

(Jessup et al, 1992)。許多研究證實體內若有

過多含氧及含氮自由基之產生，會傷害及

破壞修飾體內蛋白，造成蛋白氧化作用，

並進而引發組織病變及加速疾病惡化(Radi, 

1991; Leeuwenburgh, 1997)。在動脈硬化症

發展的早期，位於動脈血管壁上的蛋白質

會出現氧化的現象(Berliner et al, 1995)。另

外根據先前研究指出，血漿裡的膽固醇的

主要運送者，低密度脂蛋白，在受到外來

氧化壓力及氧化修飾後，是脂肪沈滯性動

脈硬化症發展的主要危險因子 (Ross, 

1999)。由此可推知，為避免心血管疾病及

動脈硬化症的產生，如何有效的減少血漿

中低密度脂蛋白及血管壁蛋白質受到氧化

傷害，便成為相當重要的研究目標。目前

已經知道經常食用保健飲食與降低慢性疾

病的發生有密切因果關係。飲食中的蔬果

類食物，可以有效的減少心血管疾病與癌

症發生的風險(Hertog et al, 1993)。狼尾草

[napier grasses (NG); Pennisetum purpureum] 

民間俗稱為牧草。是國內生機飲食之常用

食材之一，但是國內有關狼尾草抑制蛋白

質氧化的研究報告相當少見，因此，本研

究擬探討狼尾草對細胞蛋白氧化作用之影

響。 

 

三、結果與討論 

本實驗以免疫蛋白反應方式，進行大

鼠肝細胞 Clone9蛋白氧化之分析測試，藉

以評估狼尾草水萃取物(WEN)是否具有保

護蛋白氧化的抗氧化作用。將細胞以狼尾

草水萃取物(WEN)與氧化劑共同培養四小

時，再將細胞培養盤中之培養液吸乾，再

以細胞專用刮勺將細胞刮下並收集到微量

離心管，將細胞溶解，接著利用 10% SDS- 

polyacrylamide gel 進行電泳，將蛋白質依

分子量大小不同分離。之後再利用半乾式

轉移器將分離後之蛋白轉移至硝化纖維膜

上。由於蛋白氧化後，會產生 carbonyl 

group，本試驗中再將纖維膜與 2,4- 

dinitrophenyl hydrazone (DNP- hydrazone) 

溶液進行反應，使 DNP與氧化蛋白結合。

反應結束後，洗去多餘的 DNP，再以抗體

偵測纖維膜上結合的 DNP濃度，即可判斷

不同分子量蛋白氧化的程度。 

由圖一結果顯示，狼尾草水萃取物

(WEN)在不同濃度，對氫氧自由基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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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鼠肝細胞蛋白質氧化具有保護之效果

高，在狼尾草水萃取物 10ppm時，具有高

達 45﹪之保護率，但是其保護效果並未隨

狼尾草水萃取物濃度上升而增加，反而在

狼尾草水萃取物 500ppm時，其保護效力下

降。綜合上述，可知狼尾草水萃取物具有

抗氧化性，對蛋白質氧化具有保護效力，

但是在高濃度下，可能會增加反應中氧化

劑效果，造成其保護作用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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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狼尾草水萃取物(WEN)在不同濃度，對氫氧自由基所造成之大鼠肝細胞蛋白質氧

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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