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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女性荷爾蒙是更年期婦女為了緩解停經症候群諸多不適所採用的常規療法，但是近年

來許多研究顯示傳統的荷爾蒙替代療法有很多副作用，因此從中草藥中找尋具有雌激素作用的

藥物，以取代傳統荷爾蒙替代療法，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也是本研究的目的。本研究針對由

紅棗、黑大豆、黑木耳所組成的采坤茶粗萃取物，偵測其抗氧化作用及雌激素活性。在抗氧化

實驗方面，采坤茶清除 2,2-diphenyl-1-picrylhydrazyl（DPPH）自由基的能力，與保護微脂粒不

被三氯化鐵氧化的能力隨采坤茶濃度的上升而增加，在濃度為 78 µg/mL 時，清除 DPPH 的能

力可達到與 0.1 µg/mL的 Vitamin C相近，且采坤茶的清除 DPPH能力比紅棗、黑大豆或黑木

耳其中任一種藥物單獨使用時都高。在濃度為 8 mg/mL時，微脂粒的保護作用與Vitamin E相

似。雌激素活性以雌鼠子宮增生試驗測定，將采坤茶餵食斷奶且未成熟的 ICR母鼠，測量子宮

濕重及母鼠體重，並將母鼠子宮進行病理切片，發現高濃度達十倍的采坤茶可以明顯增加子宮

濕重與體重比，且可以增加子宮上皮的厚度及有絲分裂細胞數，而一倍采坤茶則無此作用。由

本研究結果顯示，由紅棗、黑大豆、黑木耳所組成的采坤茶粗萃取物，不但具有清除自由基的

抗氧化作用，在動物實驗中更可以證明具有明顯的雌激素活性。

關鍵詞：采坤茶，抗氧化，植物性雌激素。

前　　言

以中藥來預防老化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在中醫的理論中，腎虛與血瘀是老化的基礎 1，亦為老化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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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早在《素問‧上古天真論》中就有記載：「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

沖脈盛，月事以時下；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六七三陽

脈衰於上，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2說明人

體的生長發育是靠著腎氣的旺盛，而老化則與腎氣的衰敗有密切的關係。

女性進入更年期後，超過一半以上的停經婦女會因為體內雌激素驟然下降，產生許多心臟、血管、新

陳代謝及精神上的疾病及各種不適症狀。於是近年來，荷爾蒙替代療法廣泛地被使用在停經後婦女，以預

防因為停經後雌激素不足所產生的症狀。但在 2002 年美國的一項研究表示，長期服用雌激素和黃體素會使

乳癌罹患率增加 26 %，中風率增加 41 %，心臟病罹患率增加 29 %，肺血栓率會增加 113 %3。有鑑於此，

服用具雌激素活性的天然物成為更年期婦女用來預防更年期症候群的另一種選擇。其實，某些天然物具有

雌激素活性的事實很早就被注意到，許多文獻指出黃豆及一些蔬菜中含有一種植物性雌激素，它是一種天

然化合物，其構造及作用與女性荷爾蒙的化合物 17 β-estrodiol 類似，但其效價僅為此女性荷爾蒙的千分之

一左右 4。許多關於植物性雌激素的研究指出，植物性雌激素可以減輕更年期婦女潮熱症狀 5、改善自覺的

陰道乾燥感 6，降低血中總膽固醇、低密度膽固醇和三酸甘油脂 7等，還能增加高密度膽固醇的濃度，及預

防骨質的流失 8，並可降低乳癌的發生率 9。中草藥中具有雌激素活性的藥物也陸續被發現，依據中藥分類

可分成三大類：補益藥類有人參、甘草、淫羊藿、肉蓯蓉、女貞子；活血化瘀藥類有丹參和川牛膝；以上

這兩類藥物為數最多，其它種類如小茴香、五味子、蛇床子、蒺藜、葛根也具有雌激素活性 10。

近年來的研究顯示，老化與自由基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無論是生物體內產生的或是外界環境存在的高

活性致氧化物質，均會對細胞的脂質、核酸、蛋白質造成破壞，推測這種過氧化的破壞尤其是對粒線體核

酸的破壞與細胞的老化死亡有關 11。自然界中存在有許多抗氧化機制提供生物體對抗自由基的傷害，其中包

括生物體內的酵素系統、非酵素系統以及維生素A、維生素C和維生素E12。研究中藥與自由基的交互關係，

發現補腎活血藥也有抑制自由基反應、提高抗氧化活性的作用 13。

根據上述研究和中醫理論，本研究試圖在本草中找尋具有雌激素活性的中草藥，因此選擇了三種有

活血補血與補腎填精效果的藥物，分別為黑木耳（Auricularia auricula）、黑大豆（Glycine max）與紅棗（Fructus

Ziziphi Jujubae），依中國八卦理論中“坤”代表大地，有象徵女性的意義，因而將這三者合用命名為采坤

茶。本研究利用抗氧化活性的測試，來研究補腎活血藥物采坤茶在抗老化的功能上可能扮演的角色，並偵

測采坤茶的雌激素活性，進而評估采坤茶是否有潛力成為停經後婦女除了使用荷爾蒙替代療法的另一種選

擇。

材料與方法

一、實驗動物

以剛斷奶且未成熟之 ICR母鼠（約 21-24天）為實驗動物，均飼養於光照、黑暗各 12小時，室溫維持

在 25 ± 1 °C，濕度維持在 60 ± 5 %，水分與飼料充分供給之獨立空調的動物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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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學藥品

本實驗所使用的主要化學藥品和試劑：

DPPH (2,2-diphenyl-1-picrylhydrazyl), Sigma Chemical Co., USA; 1,2-diacyl-sn-glycero-3-phosphocholine,

Sigma Chemical Co., USA; 2-thiobarbituric acid (TBA), Sigma Chemical Co., USA, 0.7 % in NaOH solution;

butylated hydroxytoluene (BHT), Sigma Chemical Co., USA, 2 % in ethanol; ferric chloride (FeCl3), Riedl-deHaen;

trichloroacetic acid (TCA), Riedl-deHaen; 17-α-ethinyl estradiol (EE), Sigma Chemical Co., USA。

三、試劑配製

微脂粒溶液：將 1,2-diacyl-sn-glycero-3-phosphocholine與 10 mg/mL liposome solution在 20 mM sodium

phosphate buffer（pH 7.4）中混合 30秒後，再進行超音波震動 3分鐘。

雌激素溶液：秤取 45 mg的 17-α-ethinyl estradiol溶於 1 mL 95 %酒精中，此為原液。加入適量水稀釋，

使最終濃度為 0.45 µg/mL。

采坤茶及藥物粗萃取液：本實驗分別取 2.25 g青仁黑豆、0.75 g黑木耳、3 g紅棗或上述重量之黑豆、

黑木耳及紅棗攪碎混合，各加水至 40 mL以 100 °C萃取 30分鐘，此為粗萃取液。

采坤茶乾燥粉末：采坤茶凍乾粉末的製造是將采坤茶湯劑以冷凍乾燥法取得。將溫度與壓力控制到三

相點以下，三相點即水的固相、液相及氣相共存時的溫度及壓力條件，在此溫度及壓力條件之下，加熱可

使水分直接昇華而得到乾燥粉末。采坤茶凍乾粉末由每包湯劑 150 mL之粗萃液冷凍乾燥後有 1克粉末。

四、采坤茶之抗氧化活性試驗

實驗參考Blois14所述之清除DPPH自由基之能力來測定抗氧化活性。分別取 100 µL之連續 2倍稀釋之

黑豆、黑木耳、紅棗、采坤茶的粗萃取液或Vitamin C，加入新鮮配置的 100 µL 0.2 mM之DPPH甲醇溶液。

震盪混合均勻於室溫下靜置 30分鐘後，以 517 nm偵測其吸光值（DPPH自由基被清除的越多，則吸光值下

降越多）。清除率（scavenging effect %）=【1-（樣品吸光值/未添加樣品之控制組吸光值）】× 100。

五、微脂粒氧化抑制作用

先依序將 250 ìL的采坤茶或 ddH2O、1 ìL 0.5 M FeCl3水溶液、50 ìL 125 mM L-ascorbic acid加入 700 µL

微脂粒溶液中，置 37 °C下反應 2小時，再將 400 ìL 30 % TCA水溶液、50 µL 2 % BHT及 250 µL 0.7 % TBA

溶液加入上述反應後之溶液 400 ìL中，加熱至 95 °C 50分鐘，冷卻後加入 1 mLn-butanol，最後以 532 nm

波長測量TBARS（thiobarbituric acid reactive substances）吸光值。

六、植物性雌激素活性試驗

(一)雌鼠子宮增生試驗

采坤茶凍乾粉末，每包 150 mL有 1克粉末。成人每天服用 3包，依體表面積換算為成人劑量，小鼠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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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約為成人劑量乘 0.0026倍，換算成老鼠 1倍劑量，約為每天每隻小鼠需口服 8 mg；10倍劑量則為每天需

80 mg。以剛斷奶且未成熟之 ICR母鼠（約 21-24天）為實驗動物，共有四組，每組 9隻小鼠，進行連續 3

天的口服餵食試驗。A為控制組，即不餵食任何藥物；B組為雌激素組，每日口服雌激素 10 µg/kg，即 0.45

µg/mL，餵食 0.2 mL；C組為低劑量組，即餵食 1倍采坤茶，劑量為 20 mg/mL，每天餵食兩次，每次 0.2 mL；

D組為高劑量組，即餵食 10倍采坤茶，劑量為 200 mg/mL，每日餵食 2次，每次 0.2 mL（餵食量為 10 mL/kg

體重）15。在餵食後第 4天早上將小鼠犧牲，取其子宮（去除脂肪組織）秤重，並以子宮濕重量/總體重的百

分比來表示雌激素活性。利用Kruskal-Wallis H test，並以Dunnett t Test作為事後檢定法，並以 p < 0.1做為

顯著差異的依據。

(二)病理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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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采坤茶在各種濃度下清除 DPPH自由基之能力。▲：vitamin

C組 ■：采坤茶組（N = 3，數據以mean ± SD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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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各種濃度下黑豆、紅棗、黑木耳及采坤茶清除DPPH自由基之能力。▓：

采坤茶 △：黑大豆 ▽：紅棗 ◇黑木耳（N = 3，數據以mean ± SD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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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不同濃度之α-tocopherol（Vitamin E）與采坤茶在微脂粒氧化作用之抑制效果。

■：控制組 ●：vitamin E組 ▼：采坤茶組（N = 3，數據以mean ± SD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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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餵食采坤茶對未成熟 ICR 母鼠之子宮重量或子宮重量與體重百分比之影

響。*表示與控制組比較具顯著差異（p < 0.1）。C 組：沒有餵食任何藥

物；EE組：餵食雌激素；1 × C.Q.組：餵食低劑量的采坤茶；10 × C.Q.

組：餵食高劑量的采坤茶。（N = 5，數據以mean ± SD表示）

坤茶之植物性雌激素活性時，發現餵食高劑量采坤茶能明顯增加子宮濕重與體重的百分比（圖 4B，p < 0.1），

顯示高濃度采坤茶具有植物性雌激素活性，然而餵食低劑量采坤茶其子宮濕重或子宮濕重與體重的百分比

與控制組無顯著差異。

將上述之母鼠子宮病理切片以H & E染色，由放大 200倍顯微鏡頭觀察病理組織切片，顯示控制組的

小鼠子宮上皮多由單層上皮細胞所組成；雌激素組的小鼠子宮上皮細胞則明顯增生，由 1 至 3 層上皮細胞

所組成，且上皮厚度明顯增加；低劑量采坤茶組的小鼠子宮上皮亦由單層上皮細胞所組成，與控制組無明

顯差異；高劑量采坤茶組的小鼠子宮上皮細胞層數亦明顯較控制組增加，且上皮細胞厚度亦較控制組增加

（圖 5）。以放大 400 倍的顯微鏡頭下觀察上皮細胞的有絲分裂，顯示控制組與低劑量采坤茶組在一個 400

倍鏡頭下並未發現正在進行有絲分裂的細胞，雌激素組可見 0 至 1 個有絲分裂細胞，高劑量采坤茶組的子

宮切片在 400倍鏡頭下可見 1至數個進行有絲分裂的上皮細胞（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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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采坤茶對子宮內膜上皮細胞增生的影響（H & E stain，200倍）。(A)正常控制組
(B)雌激素餵食組(C)1倍采坤茶餵食組(D)10倍采坤茶餵食組。（Ep：上皮）

   

圖 6：采坤茶對子宮內膜上皮細胞有絲分裂的影響（H & E stain，400倍）。(A)正常控
制組(B)雌激素餵食組(C)高劑量采坤茶餵食組。（Mit：有絲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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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紅棗、黑大豆、黑木耳為日常飲食中常使用的食材，也是隨手可得的健康食品，從古醫典的記載中，

黑豆有“久服好顏色，變白不老”的功能；大棗有“養脾氣，平胃氣，和百藥，久服輕身延年”之功；木耳則可

“益氣不飢，輕身強志” 16。在中醫的理論中，黑色食物具有補腎活血的作用，可以補養虛弱、延緩衰老；現

代對黑色食物的研究發現，黑色食物中除了含有大量的纖維質、不飽和脂肪酸、蛋白質、胺基酸、維生素

A、C、E、礦物質、活性多醣等營養成分之外，還含有黃酮或類黃酮類的色素，這類元素具有廣泛的生物

活性，能夠抗病毒、抗發炎、抗過敏，以及促進血管擴張 17；另外，大陸與台灣的研究結果均顯示，黑色食

品包括黑豆、黑木耳等，還具有抗氧化、減少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降血脂、抗動脈粥狀硬化的作用 18-20，

中藥的其他補腎活血藥如何首烏、丹參、淫羊藿等也有相似的作用 13。

我們根據中醫方劑的原理，將紅棗、黑大豆、黑木耳以適當比例組合成一新方劑，並命名為成采坤茶。

為了探討采坤茶的抗氧化活性，本實驗使用清除DPPH之能力來分析抗氧化能力，DPPH自由基為一種極穩

定的自由基，其氧化態在甲醇溶液中有 517 nm的吸光值而在還原態此吸光值即消失，在抗氧化研究上常利

用 DPPH 的此特性來檢測抗氧化物提供氫原子的能力。結果顯示，采坤茶具有明顯清除 DPPH 的能力，且

DPPH 的清除能力與采坤茶的劑量有關，隨著采坤茶濃度的增加，DPPH 的清除能力逐漸上升，當采坤茶濃

度為 78 µg/mL時，其清除自由基的效果最好，可達 88.97 %，與Vitamin C濃度為 171 ng/mL時清除能力為

82.01 %近似。分別分析紅棗、黑大豆、黑木耳對DPPH的清除能力發現黑大豆與紅棗的DPPH清除力相當，

均高於黑木耳，當紅棗、黑木耳與黑大豆共同使用時，抗氧化效果比任一種藥物單獨使用都來得大，這說

明中醫方劑的特點，當藥物組合成方劑時，其治療果比其中任一單味藥物還好。在采坤茶的微脂粒氧化抑

制作用的研究結果顯示，事先在微脂粒溶液中加入采坤茶，可減少三價鐵離子對微脂粒所造成的氧化作用，

證明采坤茶可以保護微脂粒，減少外加氧化劑對微脂粒的氧化傷害。近年來對老化的研究指出，老化與自

由基對生物體傷害有密切的關係，上述研究證明采坤茶的確具有抗氧化、抑制自由基傷害的作用，我們由

此推測采坤茶可能具有抗老化的能力。

在過去幾十年來，許多報告指出從植物來的化合物具有結合到雌激素受器的能力，即具有雌激素活性，

有許多體外試驗系統可以偵測定量天然或合成化合物的雌激素活性 21，但是即使結合多種不同的體外測試系

統，但還是不能去預測一個物質在有機體內的作用，因此，體內系統仍然是偵測雌激素活性的最佳選擇。

體內系統中，最常用來分析這些植物性化合物是否具有雌激素活性大多使用囓齒類的子宮來分析，並以化

合物是否能刺激子宮的生長為決定因子。這種子宮分析方法包括了使用未成熟母鼠、垂體切除過或卵巢摘

除的大鼠或小鼠為實驗動物，有報導指出以未成熟母鼠來評估雌激素活性較為敏感 16。文獻指出以子宮分析

實驗來篩選雌激素活性仍有些限制，例如 Raloxifene 雖然不會刺激子宮生長但卻在乳腺或骨頭具雌激素活

性。因此結合形態學、組織學、生化分子層次上的分析可加強研究雌激素活性的功效，其中最常用來做為

組織上評估依據為子宮上皮細胞的高度 22。本研究給予未成熟 ICR 小鼠口服采坤茶來評估其雌激素活性，

發現低劑量采坤茶並無法增加子宮濕重及子宮濕重與體重的百分比，高劑量采坤茶雖然能增加子宮濕重但

與控制組無顯著差異，但是卻可以明顯增加子宮濕重與體重百分比。觀察經采坤茶餵食後之小鼠子宮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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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增生情形，發現經低劑量采坤茶餵食後的小鼠，其子宮上皮的層數及高度與控制組無明顯差異，而高

劑量采坤茶餵食後的小鼠子宮上皮細胞的層數及上皮高度較控制組增加，且上皮細胞的有絲分裂細胞數亦

較控制組及雌激素組為多。顯示高濃度的采坤茶可刺激小鼠子宮上皮細胞增生，的確具有雌激素活性，而

低濃度采坤茶卻無明顯的雌激素活性效果。

采坤茶中的紅棗、黑豆和黑木耳本是民間常用的養生食品，經本研究証實將這三者組成起來具有明顯

的抗氧化的能力以及雌激素活性，它是否能被引用為停經婦女的荷爾蒙補充療法，尚須要進一步的研究和

更多的臨床試驗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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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 of estrogens is conventional treatment for climacteric women to release post-
menopausal symptoms. However, plenty of studies reviewed that traditional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induced many side effects. Our specific aim in this study is to look for Chinese herbs with
estrogen-like activity. This study detected antioxidative effects and estrogenic activity of extract from
Charming-Queen tea (C.Q. tea) which composed of fructus jujubea, black bean and Jew’s ear. The
antioxidative study showed dose dependence of C.Q. tea concentration with scavenging effect of 2,2-
diphenyl-1-picrylhydrazyl (DPPH) free radicals and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liposomes from ferric
chloride.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78 µg/mL, C.Q. tea acted similar scavenging effect as 0.1 µg/mL
Vitamin C. The DPPH scavenging activity of C.Q. tea is higher than any of the single fructus jujubea,
black bean or Jew’s ear.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8 mg/mL, C.Q. tea acts the similar liposome
protective activity as Vitamin E. Estrogen-like activity was determined via uterotrophic assay. After
feeding immature ICR mice with C.Q. tea, both uterine weights and body weights were measu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en times C.Q. tea can show an increase in uterine wet ratio. In addition,
uterine biopsy showed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C.Q. tea can increase the thickness of epithelium and
the numbers of mitotic cells but lower concentration of C.Q. tea didn’t. We therefore concluded that
C.Q. tea have antioxidative effect and estrogen-like effect in the anim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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