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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瑞香狼毒(Stellera chamaejasme L.)為瑞香科狼毒屬植物，是一種需要防除的草地有毒植物，民間傳統中被用來治水腫腹脹、

痰、止痛，但因為毒性大並不常用，也常被用於驅蟲、殺蠅等。 本研究利用不同醇類溶劑(甲醇、乙醇、異丙醇、水)熱迴

流萃取瑞香狼毒，對其萃取液進行總黃酮的含量測定，以分光光度計作定量分析；後續再對瑞香狼毒萃取液進行蔬菜作物

的蟲害防治盆栽試驗；取蔬菜作物蟲害防治效果最適的萃取溶劑，以熱迴流萃取法對總黃酮，進行時間、溫度、固液比的

單因子試驗，而在最佳萃取條件的研究上，將以直交試驗設計法(田口氏試驗法；Orthogonal Array)，探討在不同時間、溫

度、固液比等條件下對總黃酮含量的影響。 蔬菜作物的蟲害防治盆栽試驗結果顯示，醇溶劑萃取的萃取液，具有比溶劑對

照組還要好的防治蟲害效果，效果最適是純異丙醇萃取液，而水萃取液與溶劑對照組的蟲害防治效果為相似。 熱迴流萃取

最佳條件為：以純異丙醇為最佳萃取溶劑，萃取時間7小時、萃取溫度70℃、萃取固液比1：25，即可得到產率0.28%總黃

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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