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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據研究報告指出，紫米具有抗動脈粥狀化形成、降低膽固醇、降低三酸甘油酯及使皮膚美白等保健功效，其主要功效來

自具有四種強抗氧化能力的紫米種皮花青素：錦葵素、天竺葵素-3，5-二葡萄糖?、矢車菊素-3-葡萄糖?及矢車菊素-3，5-二

葡萄糖?。本研究利用不同濃度的甲醇及乙醇萃取紫米種皮中花青素，並將所得萃取物分別進行離子交換樹脂純化，並進

行色價及色素穩定性測試。實驗結果得知，以50％乙醇所得紫米萃取物的色價萃取率為最佳，而且經離子交換樹脂所分離

純化出的紫米純化物色價為其粗萃取物之4倍。色素穩定性實驗結果得知，紫米萃取物具有較佳的耐酸性、耐熱性與耐光

性等特性，另外，紫米純化物溶液之色澤鮮亮，因此，此紫米種皮花青素萃取物應可做為天然著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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