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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本研究擬以中草藥為材料，用微波萃取的方式來探討生物活

性功能的相關性。本計畫擬採用微波萃取技術，理由主要是：(1)

縮短萃取時間(2)減少溶劑的使用(3)增加萃取效率。因此本計畫

擬建立一套較佳的萃取條件，同時，從實驗中了解微波萃取的最

佳回收率與最佳作用活性，針對不同的中藥、不同的成分，採用

適合的的萃取時間及溶劑，期能獲得比其他萃取技術有較佳的回

收率與作用活性。 

在抗氧化方面，本計畫擬採用 DPPH自由基能力測試、TEAC

及 OH清除率評估其應用於抗老化產品之可行性。 

 

(二)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當今全球化粧品與美容相關市場高達 2 仟億美元，且該產

業並以每年 7%速度成長，超越世界 GDP成長率的兩倍之多。如

此龐大商機主要來自(1)提高外在吸引力是人類自古以來之基本

需求；(2)化粧品廠商善用現代化媒體力量主攻廣告與行銷策略；

(3)化粧品科技的進展滿足消費者的心理期待，並轉為廠商行銷手

法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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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粧品市場之成長主要來自產品功效之提昇，而整體護膚功效分

析，與護膚產品相關的基本功能有七項，依序分別為抗老、保濕、

去角質、潔膚、消炎、美白、防曬等，本計畫主要先以抗氧化活

性進行探討，希望能找到抗氧化活性較強之中草藥，開發成為抗

老化產品。  

 

(三)文獻回顧與探討 

在這幾年，天然物在自由基及抗氧化的領域上已受到廣泛地研

究。最近研究顯示，中草藥的成分中特別是酚類化合物，被認為

是對人體健康有利的生物活性成分。酚類化合物普遍分布在天然

物中，而且有廣泛的生物活性功能，包含抗氧化、抗老化、抗微

生物、抗發炎及血管擴張作用。流行病學的調查指出，飲食型態

在預防心臟疾病，癌症，肥胖、阿茲罕默症及帕金森氏症都有重

要的相關性，這些疾病的起因都與自由基的反應有關。然而，研

究也證實攝取富含酚類的天然物，能夠大大的降低罹患的機率。 

 中草藥的成分很多也很複雜，不但含有效成份也有無效成

份，以及有毒成分。為了增加中草藥主要活性成分，在萃取方法

就要講求一定的效率。然而，傳統的萃取方法有以下的缺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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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成分無法完整保留、萃取時間長、操作繁瑣、萃取率不高等。

近幾年在中草藥萃取技術方面，出現了很多新方法、新技術。利

用微波技術可以使得萃取成份提高、時間耗時少、操作層面簡單

不繁鎖等優點。 

 

(四)研究方法與步驟 

A.中藥萃取成分之抗氧化活性評估： 

1、捕捉 DPPH自由基能力測試：  

DPPH溶於乙醇中呈藍紫色，本身是一種穩定的自由基，此

實驗系統廣泛運用在抗氧化能力的測定，常使用 DPPH 來評估

抗氧化物的供氫能力。當加入的樣品，若可以和 DPPH 自由基

直接反應，則會阻止 DPPH 自由基進行連鎖反應，溶液顏色會

轉成黃色，即表示加入的樣品具有捕捉 DPPH 自由基的能力，

而呈現的顏色愈淡，則表示捕捉 DPPH自由基的能力愈佳。將樣

品先稀釋成各種不同濃度，利用分光光度劑(ELISA reader)測其 

OD 540 nm 之吸光值，並與空白對照組的吸光值作比較，求出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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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百分比，作圖畫線計算出 IC 50，即可判斷出樣品捕捉自由基

能力的強弱。 

捕捉 DPPH 自由基能力(％) = [1- A540 nm, sample/A540nm, 

blank)]×100 

 

2、TEAC總抗氧化能力測試： 

此實驗系統是以 ABTS經過氧化氫與過氧化酶產生作用，產

生 ABTS. + 陽離子自由基，待呈現穩定藍綠色，加入的待樣品，

若有清除 ABTS. + 陽離子自由基的能力，則顏色會變淺吸光值會

降低，以評估總抗氧化能力，並使用 trolox 為正標準品，作標

準曲線當對照，因此一般稱此實驗系統為 TEAC。總抗氧化能力

的表示方式，可以用上述方式表示，或是以抗氧化力的方式呈

現，本研究的表示方式是用抗氧化力方式表示。先將樣品稀釋成

各種不同濃度，利用分光光度計，測其在 OD 734 nm 之吸光值，

比較空白對照組之吸光值，計算抑制百分比，作圖畫線求出 IC 50 

值，即可比較出樣品清除總自由基能力的強弱。 

總抗氧化能力(％) = [1-(A734 nm, sample / A734 nm, blank)]×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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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超微弱冷光技術評估各樣品清除羥自由基之能力  

試劑組成：試劑 I：羥自由基產生試劑  

試劑 II：羥自由基偵測探針  

試劑 III：羥自由基產生試劑  

試劑 IV：羥自由基產生試劑  

緩衝液  

操作步驟：  

(a) 取 50µL 試劑 I，放入石英測量杯內  

(b) 取 1 mL 試劑 II，放入石英測量杯內  

(c) 取 1.6 mL 試劑 III，放入石英測量杯內  

(d) 取 100µL 試劑 IV，放入石英測量杯內  

(e) 搖晃測量杯數次，使量杯內溶液混合均勻  

(f) 放入機器測定冷光值  

(g) 待冷光數值達平衡後，將 10µL 樣品加入，測定

冷光值的變化。  

(h) 等到冷光再達平衡後，加入另一劑量之樣品，觀

察冷光值再度下降  

 

數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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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冷光變化值 (∆A＝  Aint ia l  - Asample)除以原始冷光值

(Aint ia l)，即可求出抑制百分比。   

 

 

(五)結果與討論 

本實驗經由多種科學中藥以 DPPH system 及 TEAC 

system 篩選出具有抗氧化效力之中藥。在 DPPH system

中，樣品經由多次的稀釋，最終在樣品濃度 0.088 µg/ml 

時，比較出具有抗氧化效果最好的前三者中藥為 CF、

GR、RR，抑制率分別為 85.6 %、83.9%、51.6%。而在

TEAC system 中，樣品經由多次的稀釋，最終在樣品濃

度 0.04 µg/ml 時，比較出具有抗氧化效果最好的前三者

中藥為 GR、CF、TH，抑制率分別為 94.4 %、80.9%、

76.0%(表 1)。  

    由於在 DPPH system 及 TEAC system 中共同被篩選

出的中藥為 GR 及 CF，且本實驗室先前對過氧化氫自由

基清除能力測定中，發現科學中藥 ME 對過氧化氫自由

基的清除能力大於 GR 及 CF，所以本實驗將以此三種中

藥材去做萃取、濃縮、乾燥取得 sample，再以此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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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其他抗氧化特性之探討。而在中藥材的萃取條件，

本實驗選擇以去離子水及乙醇進行萃取。  

以已知具抗氧化能力之 Trolox、EGCG、Ascorbic acid 作

為抗氧化對照樣品。  

 

表 1. 初步篩選出具抗氧化力之中草藥  

 樣品濃度  樣品名稱 抑制率 

DPPH system 0.088 µg/ml CF 85.6% 

  GR 83.9% 

  RR 51.6% 

TEAC system 0.04 µg/ml GR 94.4% 

  CF 80.9% 

  TH 76.0% 

 

進一步將具抗氧化力之中草藥對自由基的清除能力

比較，由表 2 可得知在 DPPH system 中，HGR 及 AGR

與 EGCG 的清除能力相當，ACF 與 Trolox 清除能力相

當，而 HME 與 AME 的清除能力則表現較差。在 TEAC 

system 中也可看出類似的結果。綜觀來說，在已知的抗

氧化物中，EGCG 的抗氧化力表現最好，而 HGR 及 AGR

有與 EGCG相當的抗氧化能力。ACF 不論在 DPPH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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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TEAC system 中，其抗氧化力表現比 HCF 來得好，能

力與 Trolox 相當。  

 

表 2. 各樣品在 DPPH system 及 TEAC system 的 IC50(ppm) 

 DPPH system TEAC system 

HGR 1.44 1.66 

AGR 1.45 1.75 

HCF 6.81 4.07 

ACF 4.42 3.36 

HME 16.03 6.67 

AME 16.55 5.01 

Trolox 4.89 4.33 

EGCG 1.58 1.77 

Ascorbic acid 8.67 3.89 

 

在其他自由基清除試驗中，可得知 HGR 與 AGR 清

除 OH·的能力與 EGCG、Ascorbic acid 能力相當，HCF

與 Trolox 清除 OH·能力相當。HME 與 AME 清除 OH·的

能力較弱。在 O2
- 方面因為 Trolox 無法溶解，所以數據

做為參考用途。在 H2O2 清除能力比較中，HGR 的表現

最好。ACF 與 HME 能力相當，優於 HCF。AME 則因會

影響自由基產生時的穩定，所以無法測得其抗氧化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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