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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選定五種不同中草藥：桑白皮（Morus alba L.）、槐花（Sophora japonica）、苦蔘（Sophora flavescens）、雞血藤

（Spatholobus suberectus）及五倍子（Galla Chinensis BELL）作為研究材料，目的為篩選具抗氧化及美白效果之中草藥。

以DPPH抗氧化性試驗及總酚量試驗測定其抗氧化效果，再以酪胺酸脢活性抑制試驗測定其美白效果，最後篩選出1 ~ 2種

中草藥進行細胞毒性測試。實驗結果顯示，對DPPH清除率較好的為：槐花水萃（103.06％）、槐花酒萃（97.2％）、雞血

藤水萃（91.15％）及雞血藤酒萃（94.03％）；總酚含量依序為雞血藤酒萃（82.46 mg/g）、雞血藤水萃（57.29 mg/g）、

槐花酒萃（26.70 mg/g），交叉比對研究結果後，選擇槐花及雞血藤進行細胞毒性測試，皆對細胞無毒性。

關鍵詞 : 槐花、雞血藤、DPPH抗氧化性試驗、總酚量試驗、細胞毒性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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