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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人體為了產生能量，會於細胞中進行氧化作用，此時容易產生過氧化物質，也就是自由基。在正常的生理情況下，自由基在體內能維

持正常的平衡，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但是當自由基不正常的累積時，就會使身體的正常機能受到傷害，造成人體的老化，也會引發各式各

樣的疾病，甚至與癌症有所關聯。所以在這個慢性病充斥的時代， 「抗氧化」成了時下最熱門的探討議題。

本實驗採取幾種市售常見的花草茶，並且進一步以乙醇(酒精)萃取，藉由DPPH抗氧化活性評估之方法來測定各種花草茶的抗氧化能力，

來評估何種花草茶消除自由基的能力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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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 DPPH抗氧化活性功能評估

由抗氧化劑與DPPH自由基的反應式（DPPH• + AH（抗氧化劑）→  DPPH + HA•)，可得知抗氧化劑在清除DPPH時會提供氫給DPPH自

由基，進而達到抑制氧化連鎖反應之進行。 DPPH之甲醇溶液在517 nm 下有較強的吸光值，被抗氧化物還原時吸光值會降低，所以吸光值越

低，就表示抗氧化物提供氫的能力越強。

◎實驗步驟

樣品製備:  

1. 取7個100 mL 血清瓶，洗淨後以蒸餾水潤洗並置於烘箱中烘乾。

2. 秤取5 g花草茶樣品粉碎後，加入50 mL 95%乙醇，震盪萃取24小時。

3. 萃取後，樣品以濾紙過濾取澄清液，以離心管(需先秤取各空管重量)盛裝並蓋上鋁箔置於抽風櫃風乾。

4. 以烘箱及真空烘箱加速樣品乾燥。

5. 完全乾燥後，秤取離心管及乾燥樣品之重量，並計算各樣品之萃取率。

樣品DPPH抗氧化活性測定:

1. 將樣品依序稀釋成4X、8X、16X、32X、64X、128X、256X，過程中皆須震盪均勻。

2.取20 μL不同稀釋倍數之樣品置於96孔盤中。

樣品名稱 萃取率計算

一、馬鞭草 0.259 g / 5.0136 g × 100% = 5.1659%

二、洋甘菊 0.2479 g / 5.0030 g × 100% = 4.9550%

三、台灣黃菊花 0.2215 g / 5.0316 g × 100% = 4.4022%

四、無硫磺桂花 0.5753 g / 5.0137 g × 100% = 11.4746%

五、粉紅玫瑰花 0.2605 g / 5.0958 g × 100% = 5.1121%

六、檸檬草 0.0762 g / 5.0095 g × 100% = 1.5211%

七、迷迭香 0.3356 g / 5.0278 g × 100% = 6.6749%

表一、各樣品萃取率之計算

根據各樣品不同濃度下之吸光值，帶入斜率公式，計算個別的EC50以比較出各樣品之清除率:

y = 29.789x + 5.95
R² = 0.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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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鞭草

y = 28.94x + 6.8196
R² = 0.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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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洋甘菊

y = 22.504x + 18.491
R² = 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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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黃菊花

y = 27.974x + 17.477
R² = 0.9484

0.00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0 1 2 3 4

四、無硫磺桂花

y = 23.583x + 24.965
R² = 0.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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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粉紅玫瑰花

y = 23.571x + 20.122
R² = 0.9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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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檸檬草

y = 34.575x - 22.865
R² = 0.9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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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迷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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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200 μL的DPPH加入96孔盤中，其中4、8、12列以200 μL的甲醇取代DPPH。

4.將添加完樣品之96孔盤置於搖盤上，以100 rpm搖晃5分鐘。

5.在波長540 nm下測定各樣品之吸光值。

三、結果討論

表二、各樣品於不同濃度下之清除率

各樣品以所得EC50之數據排序其抗氧化能力(強到弱):迷迭香>粉紅玫瑰花>無硫磺桂花>檸檬草>台灣黃菊花 >馬鞭草>洋甘菊

四、結論

本實驗中所採用之市售花草茶樣品皆有抗氧化及清除自由基之功效，其中效果最強的為迷迭香；反之，效果較不顯著的為洋甘菊。目前市

面上大部分抗氧化保健食品皆是由乙醇萃取的，藉由此次樣品以乙醇來萃取過後的比較，我們可以得知何種抗氧化效果最佳，在面臨眾多的

保健食品時，我們可以了解應該如何挑選才可以選擇到最有效的商品。

五、參考資料

DPPH抗自由基實驗:

https://blog.xuite.net/drhsieh/twblog/132087292-DPPH%E6%8A%97%E8%87%AA%E7%94%B1%E5%9F%BA%E5%AF%A6%E9%A9%97

抗氧化劑及常見之抗氧化 活性評估方法:https://www.taiwan-pharma.org.tw/magazine/103/132-137.pdf

這樣吃抗氧化劑才能抗癌！治療前、中、後效果全不同:https://heho.com.tw/archives/62579

樣品名稱 EC50

一、馬鞭草 1.4787 mg/mL

二、洋甘菊 1.4921 mg/Ml

三、台灣黃菊花 1.4002 mg/mL

四、無硫磺桂花 1.1626 mg/mL

五、粉紅玫瑰花 1.0616 mg/mL

六、檸檬草 1.2676 mg/mL

七、迷迭香 0.7848 mg/mL

表三、各樣品之EC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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