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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產之不同種類筋骨草為唇型花科筋骨草屬植物。此些筋骨草屬植物在台灣民間傳統中常被用來治療傷、腹痛、發燒、

喉嚨痛、肺部疾病等，也常被用於治療肝炎及肝方面疾病等。在本研究中，分析四種台灣產匍匐筋骨草(Ajuga decumbens

Thunb. ex Murray)，台灣筋骨草(Ajuga taiwanensis Nakai ex Murata), 矮筋骨草(Ajuga pygmaea A. Gray)及日本筋骨草(Ajuga

nipponensisMakino)葉中蛻皮甾酮(ecdysterone)與總黃酮(total flavonoids)的含量寡，結果顯示四種台灣產筋骨草的蛻皮甾酮，

含量在0.4~79.8 mg/100 g 之間，差異相當大。日本筋骨草79.8 ± 0.02 mg/100 g含量最高，其他依次為匍匐筋骨草68.4 ±

0.02 mg/100 g，台灣筋骨草56.20 ± 0.04 mg/100 g及矮筋骨草0.40 ± 0 mg/100 g。 四種台灣產筋骨草以甲醇為溶劑，功

率600 W超音波輔助萃取總黃酮50分鐘，匍匐筋骨草總黃酮含量最高26.46 ± 0.02 mg/g 其他依次為台灣筋骨草22.85 ± 0

mg/g，矮筋骨草17.25 ± 0 mg/g及日本筋骨草15.21 ± 0.05 mg/g。在探討萃取筋骨草葉中的蛻皮甾酮及總黃酮技術上，以

不同溶劑比較超音波輔助萃取及微波輔助萃取的萃取效率，結果以甲醇為溶劑，功率600 W，超音波輔助萃取50分鐘效率

最佳。 比較四種台灣產筋骨草的抗氧化能力，方法是以比較清除DPPH自由基的能力來測試。結果顯示以日本筋骨草的抗

氧化能力效果最佳，抗氧化自由基清除率達94.2%，其他依次為台灣筋骨草93.7%，匍匐筋骨草26.9%，和矮筋骨草33.4%

。 本研究亦成功的建立FTIR及HPLC-UV指紋圖譜，可供日後分辨四種不同臺灣產筋骨草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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