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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國人自古以來有「一白遮三醜」的觀念，再加上近年來美白保養品大力的

廣告與促銷，美白產品不斷地推陳出新，百家崢嶸，基於以上原因，本實驗室

想開發新的具有美白效果的原料，於是進行一系列中草藥抑制黑色素生成的預

試驗，發現數種中草藥的水抽出物具有抑制黑色素生成的效果，如:何首烏、仙

鶴草、槐花米炒製品、旱蓮草等及民間傳說中具有美白作用的水果，如:木瓜、

奇異果等，其中以旱蓮草(Eclipta prostrate L.)的水抽出物具有良好的抑制酪氨酸

酶活性的作用。 

旱蓮草是菊科植物鱧腸 Eclipta prostrata L.之全草，為一年生草本植物，是

常用中藥之一，主用於各種出血性疾病 (如吐血、咯血、衄血或外傷出血)、牙

齒鬆動、鬚髮早白、眩暈耳鳴、腰膝酸軟、慢性肝炎、腸炎、痢疾、神經衰弱

等之治療。 

黑色素的形成是在酪胺酸（tyrosine）的存在下，先經酪胺酸酶的催化，再

經由一系列酵素的催化下而形成。在我們初步的實驗結果中發現旱蓮草的萃取

液具有抑制酪氨酸酶活性的作用，再加上旱蓮草取得容易又不昂貴，應該具有

潛力可以發展成美白產品。 

 

實驗方法 

ㄧ、中草藥萃取液的製備 

將買回來的乾燥中草藥或旱蓮草剪碎成小片狀，浸泡在二次水中，放入水

浴鍋中，加熱至 50° C，處理 4 小時後放在室溫冷卻，過濾後之濾液以冷凍乾燥

法製成粉末，再以二次水配製成 stock solution，放置於-20 °C下備用。 

 

二、酪胺酸酶的活性測試 

酪胺酸酶的活性分析是採用 in vitro 的方式，在 96 孔洞培養皿中，於每個



 
 
 
 
 
 
 
 
 
 
 
 

     

 2

孔洞中加入 70 µl的 HBSS緩衝液、10µl各種不同濃度的試劑、中草藥或旱蓮草

萃取液，及 10 µl之 2U 酪胺酸酶，放入 37°C培養箱中反應 30分鐘，然後再加

入 10 µl的 10 mM L-dopa，繼續反應 5分鐘後，採用 492 nm的波長來測其吸光

值的變化量。 

 

三、研究步驟 (fig. 1) 

    旱蓮草的水抽出物(EPW)先使用分子篩 Sephadex LH-20，以水為移動相，進

行管柱分離為五個分劃(EPW-1, EPW-2, EPW-3, EPW-4, and EPW-5)，這五個分化

再個別進行酪胺酸酶的活性測試，測試結果發現 EPW-2活性最強；目前計畫以

活性試驗的結果當指標，繼續進行分離，以找到真正的抑制黑色素形成的活性本

體。活性本體發現後，再進行構造分析，來確定其結構。 

 

the whole plant of Eclipta prostrata (600 g)
dist water x 2

EPW (28 g)
(5 g) Sephadex LH-20, H2O

EPW-1 EPW-2 EPW-3 EPW-4 EPW-5

active fraction

fig. 1  
 

實驗結果及討論 

    從目前的實驗結果發現，旱蓮草的水萃取物中，以 EPW-2 的分劃抑制黑色

素細胞的活性最強，今後將繼續分離出 EPW-2 中抑制黑色素細胞行程的活性本

體，並進而決定其構造，以利由合成的方向來開發美白的產品。 

另外由於本次的研究題材為水萃取物，在分離濃縮上，可能較耗時間。在本

系的冷凍乾燥機若是維護得當，將對本實驗的進行，有相當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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