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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本研究探討 glutathione（GSH）、

cysteine（CYS）、homocysteine（HCYS）、

r-glutamyl cysteine （ GGC ） 、

N-acetylcysteine（NAC）與 captopril（CAP）

等六種硫氫化合物，對 BNL細胞氧化傷害

及其在細胞內源性抗氧化酵素系統之影

響。結果顯示，此六種硫氫化合物對 BNL

細胞不具細胞毒性，且對過氧化氫所引起

之氧化傷害具有保護作用。再者彼等對於

BNL細胞之內源性抗氧化酵素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Px)、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GST)、glutathione reductase (GSR)等，具

有正面調控性。 

關鍵詞：硫氫化合物，抗氧化酵素，氧化

傷害 
 
二、前言 

硫氫化合物(thiols)為醇分子中氧被硫

取代之一群化合物、並存在於許多蔬菜水

果中，由於具有此硫氫官能基，對於細胞

的氧化傷害具有保護作用﹙Sen and Paker, 

2000; Woldek, L. 2002﹚。如 glutathione 

(GSH) 為細胞內非常重要之抗氧化物

質，GSH 可經由 GST 的作用，預防氧化

所引起的毒性反應，維持細胞膜的完整，

調節細胞代謝生長及維持細胞的正常生理

功能﹙Meister, A. 1989﹚。此外 GSH亦可

保護細胞免於受活性氧或自由基引起之氧

化傷害（Anderson, 1998）。由於蔬果中所

含的硫醇種類繁多，所以本研究除選用

glutathione﹙GSH﹚外，另選用蔬果中常見

的 N-acetylcystein (NAC)，captopril (CAP)， 

homocysteine (HCYS)， cysteine (CYS) 及 

γ-glutamyl cysteine (GGC)探討硫氫化合物

對 BNL 細胞氧化傷害及其在細胞內源性

抗氧化酵素系統之影響。  

 
三、結果與討論 

硫氫化合物對 BNL細胞毒性作用 

圖一為硫氫化合物對 BNL 細胞毒性

作用之影響。將 GSH、CYS、HCYS、GGC、

NAC 與 CAP 等六種硫氫化合物添加於培

養基中，結果發現 BNL細胞存活率皆高於

97 %以上，顯示彼等對 BNL 細胞不具有

毒性。 

硫氫化合物對 BNL 細胞氧化傷害之保護

作用 
圖二為硫氫化合物對 BNL 細胞氧化

傷害之保護作用。當添加 1 mM過氧化氫

於細胞培養基中，造成 BNL細胞之氧化傷

害，以致細胞存活率下降至 52 %，另一方

面添加六種硫氫化合物於此含有過氧化氫

之培養基中，則可提升細胞存活率於 95％

以上，由結果可知硫氫化合物對於 1 mM

過氧化氫所引起之細胞氧化傷害具有保護

作用。 

硫氫化合物對 BNL 細胞抗氧化酵素之作

用 

    由圖三結果可知，添加硫氫化合物於

BNL 細胞培養基中，隨著添加濃度的增

加，其內源性抗氧化酵素 GST、GPx、GSR

之活性亦有增加的趨勢。在此六種硫氫化

合物中，以 HCYS對 GST與 GPx最具有

誘發性，惟 CYS對 GSR的誘發較不顯著。 

    綜合上述結果可知六種硫氫化合物對

BNL細胞不具細胞毒性，且對過氧化氫所

引起之氧化傷害具有保護作用。另外，此

六種硫氫化合物對於 BNL 細胞之內源性

抗氧化酵素，具有正面調控性。惟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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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動物實驗中是否亦具有同樣的效

果，仍待進一步研究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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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硫氫化合物對 BNL細胞毒性作用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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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硫氫化合物對過氧化氫氧化傷害之保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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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硫氫化合物對於 BNL 細胞內源性抗氧化酵素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GST)、glutathione peroxidase (GPx)、glutathione reductase (GSR)之作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