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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以小鼠巨噬細胞株 J774A.1 及初代腹腔細胞為實驗模式，探討九種中草藥萃取

物對脂多醣類 lipopolysaccharide（LPS）所誘發之促發炎細胞激素 TNF-α、IL-6 及 IL-1β生成的

影響。首先以 MTS 分析法進行不同濃度中草藥萃取物在 LPS 存在下對小鼠巨噬細胞株 J774A.1

及初代腹腔細胞存活率之影響，並將收集的細胞培養液進行 TNF-α、IL-6 及 IL-1β之分析。結

果顯示：金銀花與雷公根之水萃取物以及五味子、金銀花與杜仲之乙醇萃取物均可抑制由 LPS

誘導 J774A.1細胞株生成 IL-6之作用；甘草及杜仲之乙醇萃取物對初代腹腔細胞有明顯抑制 IL-6

之生成；杜仲、陳皮及五味子之乙醇萃取物則對 LPS 誘導的初代腹腔細胞生成的 IL-1β有明顯

的抑制作用。另外，陳皮之水及乙醇萃取物在兩種細胞培養模式下均有抑制 TNF-α生成之作用。

關鍵字：發炎反應，細胞激素，巨噬細胞。

前　　言

當細菌或內毒素入侵後會引起體內的免疫反應，促使巨噬細胞活化以對抗外來病原，而降低其對體內

之傷害。以內毒素（endotoxin）刺激巨噬細胞時，所生成的物質分為三類：(1)高反應性含氧分子（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如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2)脂質衍生物：包括血小板活化因子及環氧合

（cyclooxygenase）和脂氧合（lipooxygenase）代謝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所生成之發炎分子包括

白三烯素（leukotrienes）、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s）及血栓凝集素（thromboxan）。(3)蛋白質：通常是 interleukin

（如 IL-1、IL-6、IL-8）、TNF-α、IFN-γ，其中 IL-1、IL-6 及 TNF-α為促發炎細胞激素（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在急性發炎反應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三種細胞激素會增加血管通透性，因而導致紅、腫、熱、

痛等發炎反應，為發炎反應之主要調節者，可持續刺激活化巨噬細胞以分泌更多的促發炎的細胞激素 1。

聯絡人：梁佳玟，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電話：03-5223191 轉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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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1 由許多不同的細胞，包括單核白血球、巨噬細胞及樹狀突細胞所分泌，包括 IL-1α及 IL-1β兩種形

式存在，IL-1 之主要功能包括誘導急性期蛋白質之生合成、增加體溫、刺激 T 及 B 細胞的活化等；IL-6 屬

多功能之細胞激素，是由巨噬細胞、T 細胞、纖維母細胞及內皮細胞所分泌，其功能包括誘導急性期蛋白質

之生合成、增加體溫、刺激T 細胞的活化及刺激B 細胞產生抗體等；TNF-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是從

單核球細胞及巨噬細胞中所產生出來，其功能可以誘導單核白血球及巨噬細胞分化、活化巨噬細胞、刺激

補體及凝血系統。在脂多醣（lipopolysaccharide, LPS）誘導的發炎反應中，TNF-α是一個最早期被誘發的調

節因子，其次誘發 IL-1、IL-6 及 IL-8 的產生，進而誘導感染區域血管表達黏附分子，促使內皮細胞產生血

小板活化因子，以催化血液凝結及局部血管阻塞，防止病原菌擴散 2，當其產生量不足或過度時反而會傷害

宿主，許多疾病如敗血症、風濕性關節炎、氣喘等皆與 TNF-α的過量形成有關 3，因此產生適量的 TNF-α、

IL-6 及 IL-1β之調控是相當重要。

本研究依據衛生署公佈之可食用性中草藥，並從文獻中蒐集具抗發炎、鎮咳、去痰及解熱功效之中草

藥 4,5進行探討，其中金銀花水萃取物（Lonicerae Flos）6對 trypsin 誘導的小鼠足部浮腫有明顯抑制作用，且

減少TNF-α在組織的表現，具抗發炎效果；馬鞭草（Verbenae Herba）7的甲醇、乙醚及氯仿萃取物對 carrageenin

所誘導老鼠足部浮腫有明顯的抑制作用；當歸（Angelicae Radix）中的 ferulic acid 也具有抑制足部浮腫的抗

發炎作用 8；甘草中的甘草甜素（glycyrrhizin）具有抗發炎 9、抗潰瘍、抗過敏、免疫調節等功能，也可以用

於治療慢性肝炎。報告指出 10，杜仲（Eucommiae Cortex）、甘草（Glycyrrhizae Radix）及當歸之 50 %乙醇

萃取物在濃度為 300 µg/mL 對 LPS 誘導的小鼠巨噬細胞株 RAW 264.7 所產生的 Nitric Oxide（NO）及

prostaglandin E2（PGE2）有抑制作用；陳皮（Citri Leiocarpae Exocarpium）11中的 nobiletin 會抑制LPS 及 IFN-γ

誘導RAW264.7 細胞生成NO 及 PGE2；另外五味子（Schizandrae Fructus）中的 gomisin A 會抑制老鼠由TPA

（12-O-tetradecanoylphorbol-13-acetate）所引起的耳朵發炎 12。雷公根（Centellae Herba）在民間中也是草藥

的一種，有解熱、解毒、明目、清暑等功效，研究指出 13，在老鼠肝纖維化模式下，雷公根具有抑制之效果；

山葡萄為民間常用於利尿、消炎、止血、治慢性腎炎及肝炎等，研究指出 14，廣東山葡萄之甲醇粗萃物對

carrageenin 所誘導老鼠足部浮腫有明顯的抑制作用，且對福馬林誘發舔足之疼痛實驗具抑制效果，具鎮痛抗

炎作用。

本實驗利用體外的小鼠巨噬細胞株 J774A.1 及 BALB/c 小鼠初代腹腔細胞之兩種細胞培養實驗模式，探

討九種中草藥之水及乙醇萃取物對脂多醣 lipopolysaccharide（LPS）所誘導之促發炎細胞激素，包括腫瘤壞

死因子 TNF-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IL-6（interleukin-6）及 IL-1β（interleukin-1β）生成的影響，並比

較兩者結果之相關性，希望能藉由抑制促發炎細胞激素，有效減緩發炎時所造成之生理不適狀況。

材料方法

一、材料

(一)選取金銀花（Lonicerae Flos）之花蕾、雷公根（Centellae Herba）之全草、馬鞭草（Verbenae He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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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草、山葡萄（Porcelain Ampelopsis）、甘草（Glycyrrhizae Radix）、當歸（Angelicae Radix）、

陳皮（Citri Leiocarpae Exocarpium）、五味子（Schizandrae Fructus）及杜仲（Eucommiae Cortex）

共九種樣品，每種樣品分別秤取 50 克分別以 10 倍量水及乙醇加熱迴流萃取 4 小時，共 2 次，萃取

液經過濾、濃縮、冷凍乾燥後，保存於-20 °C 冰櫃中備用。

(二)水及乙醇萃取後之樣品分別溶解於 PBS（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及DMSO（dimethyl sulfoxide）

溶液中，並於無菌操作箱內以 0.22 µm 孔徑之滅菌過濾膜過濾，濾液保存於 4 °C 冰箱備用。

二、細胞培養

(一)細胞株試驗：本實驗所使用之小鼠巨噬細胞株 J774A.1 購自新竹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細胞

生長在內含 10 %胎牛血清和 1 mM sodium pyruvate 的 DMEM（Dulbecco’s modified Eagles

medium）之細胞培養液中。上述細胞置於 37 °C，5 %二氧化碳與 95 %空氣混合的的細胞培養

箱內培養。

(二)初代腹腔細胞培養試驗：先在BALB/c 雌鼠的腹腔中打入 3 % thioglycollate，3~4 天後將小鼠以二氧

化碳窒息犧牲，75 %酒精噴灑腹面後利用鈍頭鑷子輕挑起鼠腹部外皮，剪開小洞，以手指撕開腹部

皮毛至露出整個腹膜。以 5 mL 體積針筒吸取HBSS（Hanks’ balanced salt solution）緩衝液，注入腹

膜內，再提起鼠體左右或上下抖動，促使腹腔器官間的免疫細胞均勻的懸浮於 HBSS 緩衝液中，並

以 5 mL 空針筒抽取腹腔細胞，重複上述步驟兩次，取得 8 mL 腹水液。腹水以桌上型離心機於 1500

rpm 低速離心 10 分鐘，捨棄上清液，輕拍細胞沉澱使之分散，加入細胞培養液後，培養於細胞培

養盤中 2 小時，讓巨噬細胞貼附在培養盤上，再以 PBS 沖洗細胞 3 次，並用細胞鏟將細胞刮下，

以 trypan blue 染色，在顯微鏡下計數細胞總數。

三、MTS 分析法

為確認九種中草藥萃取物對促發炎細胞激素之影響並非造成細胞毒性所致，故以 Cell Titer96 Aqueous

One Solution Cell Proliferation Assay Kits（Promega）進行細胞毒性之試驗。MTS[3-(4,5-dimethylthiazol-2-

yl)-5-(3-carboxymethoxyphenyl)-2-(4-sulfophenyl)-2H-tetrazolium]分析法 15 主要是根據活細胞中粒線體內的

succinate dehydrogenase 會將 tetrazolium salt 還原成 formazan，而藍褐色之 formazan 的生成量則與活細胞數

目成正比，可利用酵素免疫自動分析儀（ELISA reader）於 490 nm 波長讀取吸光值，各槽之吸光值與對照

槽吸光值之比代表細胞存活率。

分別將小鼠巨噬細胞株 J774A.1（5 × 103 cells/well）及初代腹腔細胞（1 × 105 cells/well）各植入 96 孔細

胞培養盤，待細胞附著後，吸除舊細胞培養液，加入含不同濃度之中草藥萃取物及LPS（lipopolysaccharides,

E. coli serotype 026:B6, Sigma）之新鮮細胞培養液，細胞置於培養箱中 72 小時後，再吸除舊細胞培養液，以

200 µL PBS 清洗細胞，每槽再另加入 100 µL 細胞培養液及 20 µL MTS 溶液，經 1 至 4 小時之培養，讀取吸

光值。細胞生長抑制率 =（1-試驗組的吸光值/對照組的吸光值）×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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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細胞激素 TNF-α、IL-6 和 IL-1β之分析

(一)將小鼠巨噬細胞株 J774A.1 及初代腹腔細胞植入 48 孔細胞培養盤中，於 37 °C 培養箱培養 3 小時使

其細胞趴附後，移除舊細胞培養液，加入含有中草藥萃取物及 LPS(小鼠巨噬細胞株 J774A.1 及初代

腹腔細胞所使用之 LPS 濃度分別為 1 及5  µg/mL)之細胞培養液，分別培養 16 小時後，收集細胞培

養上清液，並儲放於-80 °C 冰箱待後續細胞激素之分析。

(二)細胞激素分析測定是採用mouse TNF-α Enzyme-Linked Immune Substrate Assay（ELISA）kit（R & D

system, USA）、mouse IL-6 ELISA kit 及mouse IL-1β ELISA kit。以ELISA reader 偵測OD 450 nm

吸光值，細胞培養上清液中 IL-6、TNF-α及 IL-1β濃度以內插標準曲線求得。

五、統計方法

採用 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SAS）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以變方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進行統計處理，並以Duncan’s test 比較各因子間顯著差異程度（p < 0.05），所得數據以平均值 ± 標準偏差

（Mean ± SD）表示。

結果與討論

一、樣品濃度

為避免使用之中草藥萃取物抑制 LPS 所誘導細胞激素的生成，是來自對細胞產生毒性之故，因此本實

驗利用 MTS 分析方法先測定中草藥萃取物在 LPS 添加下對細胞株及初代腹腔細胞之細胞存活率，即以不影

響細胞生長之中草藥萃取物濃度進行細胞試驗。

(一)小鼠巨噬細胞株 J774A.1

以不同濃度中草藥（6.25、12.5、25、50、100、200 µg/mL）進行小鼠巨噬細胞株 J774A.1 生長之抑制

實驗。在水萃取物方面，由表 1 結果顯示：甘草及陳皮在濃度為 100~200 µg/mL 時會抑制細胞生長，金銀

花及雷公根在濃度為 200 µg/mL 時也會抑制細胞生長，其它五種樣品在濃度 6.25~200 µg/mL 皆不會對細胞

產生毒性。另外在乙醇萃取物方面，由表 2 結果顯示：雷公根、山葡萄、甘草及陳皮在濃度為 50 µg/mL 有

抑制細胞生長的情形，而當歸及五味子則在濃度大於 100 µg/mL 才會有影響。後續小鼠巨噬細胞株 J774A.1

之中草藥水及乙醇萃取物的培養濃度選擇 25 µg/mL 進行細胞激素生成實驗。

(二)初代腹腔細胞

以不同濃度中草藥萃取物（25、50、100、200、400 µg/mL）進行初代腹腔細胞生長抑制實驗，並選擇

適當的萃取物濃度進行後續發炎相關細胞激素之測定。九種中草藥之水萃取物在濃度 25~400 µg/mL 下對初

代腹腔細胞並沒有抑制生長的作用；在乙醇萃取物方面，由表 3 結果顯示：甘草在濃度為 200~400 µg/mL

時會影響初代腹腔細胞的生長，而山葡萄及杜仲在濃度為 400 µg/mL 時也會有影響；後續初代腹腔細胞之

中草藥水及乙醇萃取物的培養濃度選擇 100 µg/mL 進行細胞激素生成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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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九種中草藥之水萃取物對小鼠巨噬細胞株 J774A.1 存活率之影響

濃度** 金銀花 雷公根 馬鞭草 山葡萄 甘草

100 99.2 ± 3.4 99.6 ± 5.2 100.4 ± 5.6 102.2 ± 1.8 70.5 ± 2.7*
200 93.1 ± 6.8* 91.8 ± 6.6* 99.2 ± 2.2 101.7 ± 4.8 57.3 ± 2.7*

濃度** 當歸 陳皮 五味子 杜仲
細胞存活率(%)

100 97.6 ± 4.3 82.4 ± 2.4* 99.4 ± 3.3 101.3 ± 1.3
200 101.2 ± 4.2 74.1 ± 2.1* 99.4 ± 3.4 97.9 ± 2.4

*表示與控制組（100 %）具有顯著差異（p < 0.05）。

**濃度單位為µg/mL

表 2  九種中草藥之乙醇萃取物對小鼠巨噬細胞株 J774A.1 存活率之影響

金銀花 雷公根 馬鞭草 山葡萄 甘草

100.1 ± 1.4 95.1 ± 2.6* 101.1 ± 1.5 91.5 ± 4.3* 85.1 ± 3.4*

當歸 陳皮 五味子 杜仲細胞存活率(%)

99.1 ± 5.7 82.0 ± 7.4* 98.5 ± 6.0 98.7 ± 2.1

*表示與控制組（100 %）具有顯著差異（p < 0.05），樣品之濃度為 50 µg/mL。

表 3  九種中草藥之乙醇萃取物對 BALB/c 小鼠初代腹腔細胞存活率之影響

濃度** 金銀花 雷公根 馬鞭草 山葡萄 甘草

200 105.2 ± 3.2 99.7 ± 4.2 101.4 ± 4.6 104.2 ± 2.8 51.5 ± 2.7*
400 101.1 ± 4.8 99.8 ± 5.6 99.3 ± 2.5 67.7 ± 2.5* 45.3 ± 2.1*

濃度** 當歸 陳皮 五味子 杜仲

200 99.6 ± 2.3 103.4 ± 3.4 99.4 ± 3.3 103.2 ± 3.1

細胞存活率(%)

400 101.2 ± 4.1 102.1 ± 2.2 100.4 ± 3.4 85.2 ± 1.2*

*表示與控制組（100 %）具有顯著差異（p < 0.05）。

**濃度單位為µg/mL

二、中草藥萃取物對促發炎細胞激素（TNF-α、IL-6 及 IL-1β）的影響

本研究將九種中草藥之水及乙醇萃取物分別進行細胞株及初代腹腔細胞試驗，以 LPS 刺激細胞 16 小時

後收集各細胞培養液進行測定，探討九種中草藥萃取物對促發炎細胞激素釋放之影響。

(一)中草藥之水萃取物抑制LPS誘導小鼠巨噬細胞株 J774A.1 及初代腹腔細胞生成TNF-α及 IL-6 之影響

TNF-α之生成如圖 1A 所示，在細胞株之結果顯示，陳皮、甘草及當歸在濃度 25 µg/mL 時抑制 TNF-α

的產生分別達 30、16 及 8 %，以陳皮之抑制效果較好；在初代腹腔細胞結果方面，陳皮、金銀花、馬鞭草

及五味子在濃度 100 µg/mL 時其抑制率分別為 22、11、9 及 6 %。由上述結果得知：以陳皮之水萃取物對LPS

誘導兩種細胞模式下抑制TNF-α生成之效果較佳，且具一致性。

IL-6 之生成如圖 1B 所示，在細胞株之結果顯示，金銀花、雷公根及馬鞭草在濃度 25 µg/mL 時抑制 IL-

6 的產生分別達 45、38 及 20 %，其中以金銀花及雷公根之抑制效果最為顯著；初代腹腔細胞之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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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花、山葡萄、雷公根、馬鞭草及五味子在濃度為 100 µg/mL 時，抑制率分別為 20、20、14、 11 及 8 %，

金銀花與山葡萄之抑制效果相當。在兩種細胞模式的探討中，金銀花、雷公根及馬鞭草則呈現抑制 IL-6 生

成之一致性結果，甘草、當歸、陳皮及杜仲對LPS 誘導細胞生成 IL-6 作用皆無抑制效果。

(二)中草藥之乙醇萃取物抑制 LPS 誘導小鼠巨噬細胞株 J774A.1 及初代腹腔細胞生成 TNF-α及 IL-6 之

影響

TNF-α之生成結果如圖 2A 所示，在細胞株之結果顯示，以陳皮之抑制 TNF-α生成效果最為顯著，約抑

制 59 %，而甘草、當歸、五味子、山葡萄及馬鞭草在濃度為 25 µg/mL 約抑制 10~17 %。初代腹腔細胞之結

果顯示，陳皮、馬鞭草及甘草均具有降低TNF-α生成的作用，在濃度 100 µg/mL 時其抑制率各分別為 60、33

及 24 %。在兩種細胞模式下，陳皮、馬鞭草及甘草均具有抑制 TNF-α之生成，以陳皮抑制效果最佳，而金

銀花、雷公根及杜仲皆無抑制 TNF-α生成之作用；當歸、五味子及山葡萄則只有在 J774A.1 細胞株下具有

降低TNF-α生成之作用，在初代腹腔細胞則無抑制作用。

IL-6 之生成結果如圖 2B 所示，在細胞株之結果顯示，五味子、金銀花、杜仲、雷公根、當歸、甘草、

山葡萄、馬鞭草及陳皮在濃度 25 µg/mL 時其抑制率分別為 60、59、43、35、28、19、16、12 及 9 %，其中

以五味子及金銀花抑制效果最為顯著。初代腹腔細胞之結果顯示，甘草、杜仲、五味子、馬鞭草及山葡萄

均具有降低 IL-6 的效果，在濃度 100 µg/mL 時抑制 IL-6 的產生分別達 68、66、42、14 及 11 %，以甘草及

杜仲之抑制效果較顯著。整體而言，在兩種細胞模式下，五味子、杜仲、甘草、山葡萄及馬鞭草對 LPS 誘

導細胞生成 IL-6 作用皆具有抑制效果。

(三)中草藥萃取物抑制LPS 誘導初代腹腔細胞生成 IL-1β之影響

IL-1β之生成結果如圖 3 所示，除了馬鞭草外，其他八種中草藥水萃取物在濃度為 100 µg/mL 並無明顯

抑制 IL-1β生成之作用；乙醇萃取物結果顯示：杜仲、陳皮及五味子具有明顯降低 IL-1β生成的效果，在濃

度 100 µg/mL 時抑制 IL-1β的產生分別達 62、45 及 41 %。

近年來已有許多陳皮萃取物的抗發炎報告 16，Manthey17指出在 LPS 誘導人類單核球細胞實驗中，citrus

flavonoids 會抑制TNF-α之生成，但對 IL-1β及 IL-6 生成並無影響，此外，Murakami11也指出陳皮中的 nobiletin

會抑制由 LPS 及 IFN-γ所誘導 RAW264.7 細胞生成 NO、PGE2、TNF-α及 IL-1β。在本研究中，陳皮之水及

乙醇萃取物在兩種細胞模式下皆具有降低 TNF-α產生，但對 IL-6 抑制效果不明顯，而在初代腹腔細胞中乙

醇萃取物也有降低 IL-1β之情形，此結果與Murakami 報告相符。

Lee 的研究 18指出金銀花的水萃取物在 LPS 誘發老鼠肝發炎模式下會選擇性調節 NF-κB 的活性，並且

會抑制肝細胞中 TNF-α及 iNOS 之活性。在本研究中金銀花之水萃取物在 LPS 誘發兩種細胞模式下皆有抑

制 IL-6 之形成，以細胞株抑制效果較顯著，且在初代腹腔細胞中金銀花之水萃取物也有抑制TNF-α之作用，

另外，金銀花之水及乙醇萃取物並不影響 IL-1β之生成，可能與NF-κB 的活性被選擇性調節有關。

近來許多學者研究發現 19 抗氧化物質具有抑制發炎反應的能力，如會抑制由 LPS 所引發細胞的 NF-κB

活化，對抗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所引發的急性發炎及氧化傷害等，而且促發炎性細胞激素

所引發之 NF-κB 活化過程與細胞內活性氧化物的增加有關。Zhu20研究指出五味子的水萃取物具有有保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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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九種中草藥水萃取物對小鼠巨噬細胞株 J774A.1 及 BALB/c 小鼠初代腹腔細胞生成 TNF-α(A)及 IL-6(B)的影響

氯化碳所引起之老鼠肝損傷及抗氧化的作用，杜仲的水萃取物亦具抗氧化能力 21。在本研究中，五味子及杜

仲的乙醇萃取物在兩種細胞模式下具有顯著之抑制 IL-6 生成效果，且在初代腹腔細胞中也有降低 IL-1β生成

之情形，但對TNF-α並無明顯抑制效果。另外，Lee22的報告指出以 70 %甲醇萃取之甘草萃取物具有保護倉

鼠肺纖維母細胞免於 H2O2所造成之損傷，具有對抗氧化傷害之能力，本研究中甘草之水萃取物對在細胞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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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九種中草藥乙醇萃取物對小鼠巨噬細胞株 J774A.1 及 BALB/c
小鼠初代腹腔細胞生成 TNF-α(A)及 IL-6(B)的影響

中具有降低 TNF-α生成，但對 LPS 誘導兩種細胞模式下皆無抑制 IL-6 生成作用；甘草之乙醇萃取物在兩種

細胞模式下均具有降低 TNF-α及 IL-6 生成之一致性結果；Yabe23 研究指出山葡萄之乙醇萃取物具有保護四

氯化碳所引起之老鼠肝損傷，具有抗氧化活性，Cheong13 研究指出雷公根具有抑制老鼠肝纖維化之效果，本

實驗中，山葡萄之乙醇萃取物及雷公根的水萃取物對LPS 誘發兩種細胞模式下均有抑制 IL-6 生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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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九種中草藥之水及乙醇萃取物對 BALB/c 小鼠初代腹腔細胞生成 IL-1β的影響

因此這些萃取物亦可能藉由其清除自由基之作用，而降低促發炎細胞激素的生成。

馬鞭草的甲醇萃取物 7及當歸中的 Ferulic Acid8對 carrageenin 所誘導老鼠足部浮腫有明顯抑制作用，具

鎮痛及抗炎的作用，Ye24 研究指出當歸中多醣的成分具有保護護四氯化碳所引起之老鼠肝損傷。本實驗中，

在二種細胞模式下馬鞭草之乙醇萃取物也有抑制促發炎細胞激素 TNF-α 及 IL-6 生成，當歸的乙醇萃取物則

在細胞株有抑制TNF-α 及 IL-6 作用。

綜合以上結果，九種中草藥之水萃取物在兩種細胞模式下以陳皮具有降低 TNF-α之一致性結果，金銀

花、雷公根及馬鞭草之水萃取物在兩種細胞模式下也呈現抑制 IL-6 生成之一致性結果；中草藥之乙醇萃取

物在兩種細胞模式下亦以陳皮具明顯抑制 TNF-α之效果，五味子、杜仲、甘草、山葡萄及馬鞭草對 LPS 誘

導兩種細胞生成 IL-6 作用也具有抑制效果。總之，減少發炎因子的生成，應有助於抑制發炎反應，在預防

及治療慢性發炎扮演重要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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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TOKINES PRODUCTION IN TWO CELL

CULTURE MODELS

Chia-Wen Liang, Yi-Chung Lai and Yan-Hwa Chu

Food Indust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Hsinchu, Taiwan

(Received 27th September 2004, accepted 25th November 2004)

Nine Chinese herbal extract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inhibition of the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cluding TNF-α, IL-6 and IL-1β in J774A.1 mouse macrophage cell line and primary peritoneal
macrophage cells stimulated by LPS, respectively. All the macrophage cells were incubated with
different doses of Chinese herbal extracts and LPS for 72 hours, and cell viability was measured by
MTS assay. The supernatants were harvested and the production of TNF-α, IL-6, and IL-1β were
measured by the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he result showed that water
extracts of Lonicerae Flos and Centellae Herba and the ethanolic extracts of Schizandrae Fructus,
Lonicerae Flos and Eucommiae Cortex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production of IL-6 in J774A.1 cells.
Among these herbs, Glycyrrhizae Radix and Eucommiae Cortex showed a significant inhibition on
the production of IL-6 in LPS-induced primary peritoneal macrophage cells. Inhibition of IL-1β
production in LPS-induced primary peritoneal macrophage cells were also observed in the ethanolic
extracts of Eucommiae Cortex, Citri Leiocarpae Exocarpium and Schizandrae Fructus. In addition,
the water and ethanolic extracts of Citri Leiocarpae Exocarpium also inhibited LPS-induced TNF-α
secretion in J774A.1 cells and primary peritoneal macrophages.

Key words: Inflammatory response, Cytokine, Macrophage.

Correspondence to: Chia-Wen Liang, Food Indust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Tel: 03-5223191 ext. 3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