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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白化妝品一直都是市場上的熱門暢銷品，尤其是黃種皮膚的國家偏

愛淡化膚色或是抑制黑色素，以追求白、透、亮的完美肌膚。現在的消費

者為了努力尋找具有抑制黑色素合成之成分也講求「天然」減少化學物質

的化妝品對於皮膚的傷害及副作用，最終目的能達到的就是能擁有白皙、

透亮的肌膚。天然美白成分的篩選，我們首先鎖定常用的 9種白色蔬果類

包括：白蘿蔔、金針菇、秀珍菇、棗子、檸檬、芭樂、梨子、蓮霧、釋迦

等，萃取這些蔬果汁，進行美白活性之之評估。結果顯示，白蘿蔔、檸檬、

芭樂效果皆不錯，添加 10% 萃取液幾乎可完全抑制酪胺酸酶之活性。因此、

未來我們將針對白蘿蔔、檸檬、芭樂萃取液進一步純化，探討其所含之美

白活性成分對皮膚黑色素細胞之影響。 

    從蔬果中萃取美白有效成分之研究，實為方便有效之方法，可快速找

到安全有效之美白成分。以本研究初步結果為例，白蘿蔔之有效美白成分，

其實不用太擔心其毒性問題，因此，只需要確認對黑色素細胞是否真能抑

制黑色素之生成，以及對皮膚是否有刺激或過敏反應，經安全性評估測試

後，即可將此有效的天然美白活性成分應用於化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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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東方人的膚質屬於偏黃或者是暗沉，而有大多數的女性認為膚質要具有

白、透、亮才是最完美的美白肌。人家常說：「一白遮三醜」愛美是女人的

天性，不管是男性或是女性，已經開始強調防曬和重視美白這一區塊。而本

研究的目的即是探討利用天然的蔬果萃取物來達到肌膚美白功效之可行

性！  

人類的膚色主要由表皮層的黑色素（melanin）、真皮層的胡蘿蔔素及

血液中的血紅素所決定。其中又以表皮層的黑色素含量影響最大。而黑色素

主要由黑色素細胞（melanocytes）所合成，其合成過程受到嚴密的調控

（Hearing et al., 1991; Abdel-Malek et al., 1999）。一般而言，黑色

素細胞未受刺激時其黑色素產量頗低，但受刺激後其產量會大大的增加甚至

高達 100 倍左右（Pawelek, 1985）。促黑激素（　-MSH）及促腎上腺皮質

激素（ACTH）是人體內主要影響黑色素細胞活性的賀爾蒙，經由接受器 MCR 

(melanocortin recepter)的作用，可導致黑色素細胞內 cAMP 的增加、黑

色素細胞的增生及黑色素大量的合成（Suzuki et al., 1996）。此外，由

角質細胞（位於黑色素細胞周圍）所分泌的細胞激素（cytokines），如：

生長因子（growth factors）、prostaglandins、interleukines 及

interferons 等也都會影響黑色素細胞的活性（Gordon et al., 1989）。

而環境因子的刺激例如:皮膚外傷、紫外線照射等等，則可能藉由細胞激素

等的分泌，進而促進黑色素細胞的活性，最後造成黑色素大量的形成

（Bolognia et al., 1989）。 

在黑色素的生合成過程中，酪胺酸（tyrosine）首先被酪胺酸酶

（tyrosinase）氧化成 DOPA(3,4-dihydroxyphenylalanine)，再進一步被

酪胺酸酶 氧化成多巴醌（DOPA-quinone），接著被氧化成多巴色素

（DOPA-chrome），再氧化成 5,6-二羥基吲哚（5,6-dihydroxyindole, DHI），

接著再被酪胺酸酶 氧化成吲哚醌（indole-quinone），最後聚合成黑色素

（melanin）（Hearing et al., 1991；Sanchez-Ferrer et al., 1995）。

綜觀整個生合成過程，酪胺酸酶 扮演一關鍵性角色，不但參與三個步驟的

催化反應，更是生合成第一步驟的關鍵酵素，因此，酪胺酸酶 活性的大小，

對黑色素的合成影響甚鉅（Hearing et al., 1989）。然而，目前美白化粧

品的有效成分，例如麴酸(kojic acid)、熊果素(arbutin)及維生素 C衍生

物等，其主要的作用機轉，便是抑制酪胺酸酶 活性而達到美白之功效（Maeda 

et al., 1996）。最近的研究顯示，許多中草藥萃取物中都含有抑制酪胺酸

酶 活性的化合物，其中大部分皆屬於酚類化合物（phenolic compounds）

（Shimogaki.et.al., 2000）。 

白蘿蔔含有大量的維他命C、B1、B2、纖維素和微量的鈣、磷、鐵等元

素。蘿蔔味辛甘，性涼，利五臟。宣行氣、化痰、消食，故有其療效。《本

草綱目》 認為蘿蔔(又稱萊菔)能化積滯，是蔬中最有益者。白蘿蔔含有辛

辣味的芥子油，可以分解肉類脂肪﹐芥子油和蘿蔔中的澱粉脢一起互相作

用，有促進胃 腸蠕動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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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具有強鹼性，被認為是治療疾病的良藥。止咳、化痰、生津健脾，

且對於人體的血液循環及鈣質吸收均能發揮作用，並且能有助於糖尿病、

高血壓、貧血、感冒、骨質疏鬆症之營養保健。 

芭樂的組成分為水分84.1%、蛋白質0.82%、脂肪0.5%、醣 

類1.41%。果皮可治糖尿病。芭樂纖維最多的是果皮那一層，果皮的維生素

Ｃ含量也最多。可增加孩子的抵抗力，更是一種天然的鎮定劑，能夠幫助

孩子對抗壓力，減少焦慮和不安的情緒，其豐富的維生素Ｃ是婦女們的天

然美白聖品。 

本研究乃針對市售9種蔬果的萃取液，評估比較其抑制酪胺酸酶活性之

程度，以評估其萃取液調製為美白化粧品之市場潛力。 

 

二、實驗材料與方法 

(一) 蔬果萃取液之製備 

    本研究所使用蔬果，包括白蘿蔔、金針菇、秀珍菇、棗子、檸檬、芭樂、

梨子、蓮霧、釋迦等皆由市場購得後，清洗、晾乾、去皮、絞碎、榨汁，將

原液裝入 1.5ml 離心管離心 15 分鐘(8000rpm)，離心後取上清液備用。 

(二) 萃取液之酪胺酸酶活性影響評估 

    本研究所使用的材料是鮮榨的蔬果汁。蔬果汁樣品都各取20 ul放入96

孔洞培養皿中，於每個孔洞加入95 µl的phosphate buffer saline〈PBS〉，

及200 U/ml的酪胺酸酶20µl，放入37°c培養箱中反應30分鐘後，以ELISA 

reader測其在475nm的波長下之基礎吸光值。之後再加入L-dopa 65µl，放入

37°c培養箱反應30分鐘後，再以ELISA reader測其在475nm的波長下之吸光

值，即可由吸光值的變化量得知抑制酪胺酸酶的活性大小(Ishikawa et 

al.2007)。 

三、結果與討論 

(一)棗子、白蘿蔔萃取液之酪胺酸酶活性影響評估 

棗子果肉及白蘿蔔外觀雖然都很白，然而酪胺酸酶活性影響評估結果卻

顯示、棗子只有輕微抑制酪胺酸酶活性，而白蘿蔔卻幾乎完全抑制酪胺酸酶

活性，詳如圖 1蔬果美白活性評估-1 所示。圖 1中由左至右之評估結果分

別為 1-basal(反應液中不含酪胺酸酶)、2-control(反應液中含酪胺酸酶不

含蔬果萃取液)、3-Δ475nm (表示 control 與 basal 吸光值的差，差值越大

表示酪胺酸酶活性越大，dopachrome 產生量越多)、4-維生素 1000ppm 20 

ul、5-維生素 300ppm 20ul 、6-basal (含棗子萃取液不含酪胺酸酶)、

7-control(等酪胺酸酶與 L-dopa 反應 30min 後再加入棗子萃取液)、8-棗

子 20ul、9-Δ475nm (7-control 與 8-棗子 20ul 吸光值的差，差值越大表

示抑制酪胺酸酶活性越明顯，萃取液美白活性越大)、10-basal (含白蘿蔔

萃取液不含酪胺酸酶)、11-control (等酪胺酸酶與 L-dopa 反應 30min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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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入白蘿蔔萃取液)、12-白蘿蔔 20ul、13-Δ475nm (11-control 與 12-

白蘿蔔 20ul 吸光值的差，差值越大表示抑制酪胺酸酶活性越明顯，萃取液

美白活性越大)。由 13-Δ475nm 顯示，白蘿蔔抑制酪胺酸酶活性效果最佳，

幾乎完全抑制，表示其美白潛力頗佳。而棗子也有明顯的酪胺酸酶活性抑制

效果。 

 

 

(二)秀珍菇、金針菇萃取液之酪胺酸酶活性影響評估 

秀珍菇及金針菇外觀也都很白，而酪胺酸酶活性影響評估結果如圖 2蔬果美

白活性評估-2 所示。圖 2中由左至右之評估結果分別為 1-basal(反應液中

不含酪胺酸酶)、2-control(反應液中含酪胺酸酶不含蔬果萃取液)、3-Δ

475nm (表示 control 與 basal 吸光值的差，差值越大表示酪胺酸酶活性越

大，dopachrome 產生量越多)、4-維生素 1000ppm 20 ul、5-維生素 300ppm 

20ul 、6-basal (含秀珍菇萃取液不含酪胺酸酶)、7-control(等反應完成

後再加入秀珍菇萃取液)、8-秀珍菇 20ul、9-Δ475nm (7-control 與 8-秀

珍菇 20ul 吸光值的差)、10-basal (含金針菇萃取液不含酪胺酸酶)、

11-control (等反應完成後再加入金針菇萃取液)、12-金針菇 20ul、13-

Δ475nm (11-control 與 12-金針菇 20ul 吸光值的差)。由 9-Δ475nm 顯示，

秀珍菇抑制酪胺酸酶活性效果優於金針菇 13-Δ475nm，表示其美白潛力較

佳。 

(三)檸檬、芭樂萃取液之酪胺酸酶活性影響評估 

檸檬及芭樂都富含維生素 C，其萃取液對酪胺酸酶活性影響評估結果如圖 3

蔬果美白活性評估-3 所示。圖 3中由左至右之評估結果分別為 1-basal(反

應液中不含酪胺酸酶)、2-control(反應液中含酪胺酸酶不含蔬果萃取液)、

3-Δ475nm (表示 control 與 basal 吸光值的差)、4-維生素 1000ppm 20 ul、

5-維生素 300ppm 20ul 、6-basal (含檸檬萃取液不含酪胺酸酶)、

7-control(等反應完成後再加入檸檬萃取液)、8-檸檬 20ul、9-Δ475nm 

(7-control 與 8-檸檬 20ul 吸光值的差)、10-basal (含芭樂萃取液不含酪

胺酸酶)、11-control (等反應完成後再加入芭樂萃取液)、12-芭樂 20ul、

13-Δ475nm (11-control 與 12-芭樂 20ul 吸光值的差)。由 9-Δ475nm 及

13-Δ475nm 顯示，檸檬及芭樂抑制酪胺酸酶活性效果都非常好，幾乎完全

抑制，表示其美白潛力頗佳。 

(四)梨子、蓮霧及釋迦萃取液之酪胺酸酶活性影響評估 

梨子、蓮霧及釋迦其萃取液對酪胺酸酶活性影響評估結果如圖 4蔬果美白活

性評估-4 所示。圖 4 中由左至右之評估結果分別為 1-basal (含梨子萃取液

不含酪胺酸酶)、2-control(等反應完成後再加入梨子萃取液)、3-梨子

20ul、4-Δ475nm (2-control 與 3-梨子 20ul 吸光值的差)、5-basal (含蓮

霧萃取液不含酪胺酸酶)、6-control (等反應完成後再加入蓮霧萃取液)、

7-蓮霧 20ul、8-Δ475nm (6-control 與 7-蓮霧 20ul 吸光值的差)、9-ba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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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釋迦萃取液不含酪胺酸酶)、10-control(等反應完成後再加入釋迦萃取

液)、11-釋迦 20ul、12-Δ475nm (10-control 與 11-釋迦 20ul 吸光值的差)。

由 4-Δ475nm、8-Δ475nm 及 12-Δ475nm 顯示，梨子、蓮霧及釋迦抑制酪胺

酸酶活性效果都不佳，其中梨子幾乎沒有抑制作用。 

(五)9 種蔬果萃取液之美白功效評估 

將 9種蔬果萃取液對酪胺酸酶活性抑制百分比做為美白功效指標，以美白功

效% 表示之，結果如圖 5所示。蔬果汁萃取液之美白功效排序為白蘿蔔、檸

檬、芭樂、秀珍菇、釋迦、棗子、金針菇、蓮霧、梨子。此為初步結果，純

蔬果汁作用並未換算成每公克蔬果的美白活性，所以，只是顯示其美白活性

潛力，而非美白蔬果排名。若要作出美白蔬果排名，還得進行黑色素細胞活

性影響評估，並需換算成每公克蔬果之美白功效，如此才比較客觀。 

 

四、結論 

 本研究初步結果顯示，白蘿蔔、檸檬、芭樂蔬果汁美白功效皆具潛力，

添加約 10% 蔬果汁至酪胺酸酶反應系統中，幾乎可完全抑制酪胺酸酶之活

性。因此、未來我們將針對白蘿蔔、檸檬、芭樂蔬果汁進一步純化萃取，

探討其所含之美白活性成分對皮膚黑色素細胞之影響。 

    從蔬果中萃取美白有效成分之研究，實為方便有效之方法，可快速找

到安全有效之美白成分。以本研究初步結果為例，白蘿蔔之有效美白成分，

其實不用太擔心其毒性問題，因此，只需要確認對黑色素細胞是否真能抑

制黑色素之生成，以及對皮膚是否有刺激或過敏反應，經安全性評估測試

後，即可將此有效的天然美白活性成分應用於化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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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美白活性評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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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蔬果美白活性評估-1 

將棗子及白蘿蔔萃取液 20 ul，加入反應液中與酪胺酸酶先溫浴 30 分鐘，

再加入 L-dopa 反應 30 分鐘後，測其 A475 nm 吸光值，顯示反應液中

dopachrome 之含量，以評估其黑色素合成量，data 為 mean±SD.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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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蔬果美白活性評估-2 

將秀珍菇及金針菇萃取液 20 ul，加入反應液中與酪胺酸酶先溫浴 30 分鐘，

再加入 L-dopa 反應 30 分鐘後，測其 A475 nm 吸光值，顯示反應液中

dopachrome 之含量，以評估其黑色素合成量，data 為 mean±SD.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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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美白活性評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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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蔬果美白活性評估-3 

將檸檬及芭樂萃取液 20 ul，加入反應液中與酪胺酸酶先溫浴 30 分鐘，再

加入L-dopa 反應30分鐘後，測其A475 nm吸光值，顯示反應液中dopachrome

之含量，以評估其黑色素合成量，data 為 mean±SD. （n＝3）。 

 

 

蔬果美白活性評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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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蔬果美白活性評估-4 

將梨子、蓮霧及釋迦萃取液 20 ul，加入反應液中與酪胺酸酶先溫浴 30 分

鐘，再加入 L-dopa 反應 30 分鐘後，測其 A475 nm 吸光值，顯示反應液中

dopachrome 之含量，以評估其黑色素合成量，data 為 mean±SD.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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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美白功效評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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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蔬果美白活性評估-5 

將 9 種蔬果萃取液對酪胺酸酶活性抑制百分比做為美白功效指標，以美白功

效% 表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