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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線連和闊葉大豆(金門產一條根)
之初步基因毒性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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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實驗以 Ames 測試和鼷鼠骨髓細胞微核測試進行台灣金線連及闊葉大豆（金門產一條
根）水粗萃取物致突變作用。兩個實驗的結果顯示台灣金線連及闊葉大豆水粗萃取物沒有基因
毒性。

關鍵詞：台灣金線連，闊葉大豆，Ames 測試，微核測試，基因毒性。

前　　言

臺灣金線連（Anoectochilus formosanus Hayata）為蘭科（Orchidaceae）金線連屬（Anoectochilus Blume）

多年生草本植物。是臺灣極為名貴之民間藥材，目前野生臺灣金線連採收不易，市場上的臺灣金線連大都為

人工栽培。臺灣金線連栽種已形成一個小產業。

「一條根」在金門是歷代流傳的藥用植物。近年來，金門發展觀光業，金門業者以「一條根」原植

物或製成茶包及其它產品販賣，幾年下來金門「一條根」的產業有很好的發展。金門地區市面上銷售的

「一條根」有多種，金門縣農試所輔導農民栽種的「一條根」，經確認是屬於豆科植物的闊葉大豆（Glycine

tomentella Hayata）1。

為確保使用者的安全，本研究室已先後完成臺灣金線連水粗萃取物的急性毒性試驗 2、90 日連續餵食毒

性試驗 2、生殖毒性試驗 3，及闊葉大豆水粗萃取物的急性毒性試驗 4、28日連續餵食毒性試驗 4。為進一步瞭

解臺灣金線連和闊葉大豆是否有潛在性危害的問題，即是否引起突變具有致癌或遺傳的影響，本研究使用沙

門菌回復突變測試法及鼷鼠骨髓細胞之微核測試法來評估這二味藥材的基因毒性。

聯絡人：林文川，中國醫藥學院藥理學科，台中市學士路 91 號，電話：04-22053366 ext.8306，傳真：04-
22053764，E-mail: wclin@mail.cmc.edu.tw  

mailto:wclin@mail.cmc


台灣金線連、闊葉大豆之基因毒性174

材料與方法
一、藥材製備

台灣金線連水粗萃取物 (AFE)： 所使用之台灣金線連（Anoectochilus formosanus Hayata）約一年生，

於 1999 年八月間購自埔里蓮園栽培場，並經本校中國藥學研究所生藥學組鑑定，標本也存放於該所。鮮品

每 10 公斤加 200 公升的水煎煮四小時，二次，煎煮液過濾後，在 60℃下經減壓濃縮至濃度 285 mg/ml，而

後存放於-20℃備用。煎煮濃縮委由世華天然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抽出率為 3 %。

闊葉大豆水粗萃取物（GTE）：所使用之闊葉大豆（Glycine tomentella Hayata）約三年生，於 2000 年 1

月間購自金門浯記一條根商行，並經本校中國藥學研究所生藥學組鑑定，標本也存放於該所。闊葉大豆乾品

粉碎後每 10 公斤加 400 公升的水煎煮四小時，煎煮液過濾後，在 60℃下經減壓濃縮至濃度 332 mg/ml，而

後存放於－20℃備用。煎煮濃縮委由世華天然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抽出率為 12.5 %。

二、微生物基因突變試驗

依照Maron 及Ames進行沙門菌回復突變試驗即Ames test 5，使用菌系為TA98、TA100、TA102、TA1

537、TA1538，由農業藥物試驗所提供。測試方法採平板混合測試（plate incorporation assay）。經活化處理，

另加 0.5 ml S9 混合液，S9依照Ames 氏等人的方法 6，使用Aroclor 1254 處理的Wistar 雄性大鼠肝臟製備。

測試藥物使用三種濃度，各濃度重複三次，空白對照使用溶劑，正反應對照使用的藥物為 1 µg/plates 

之 4-nitroquinoline-N-oxide（4-NQO）及 10 µg/plates之 2-aminofluorene (2AF)。將所有培養皿放置 37 ℃定溫

箱培養 48 小時後計算回復突變數。

測試結果正反應的的判定條件為顯著高於 TA98、TA100、TA102 之自然回復突變 2 倍以上，高於 T

A1537、TA1538之自然回復突變 3倍以上 7。

三、鼷鼠骨髓細胞微核試驗

使用 ICR 雄性鼷鼠，體重 25～30 g，每組 5 隻。分別經口投與試驗藥物 2、5、10 g/kg 或飲水（0.35 

ml/10 g）。陽性對照藥物使用Cyclophosphamide (75 mg/kg, i.p.)，給藥後 24小時，以頸椎脫臼將鼷鼠犧牲。

高劑量組（10 g/kg）另進行於投藥後 48、72 小時將鼷鼠犧牲。鼷鼠犧牲後取出雙側股骨，用注射針筒吸取

少量小牛血清，將骨髓腔中骨髓沖入小離心試管中，混勻後以 1000 rpm 離心 7 分鐘，吸取上清液，用滴管

吹勻沉澱物，吸一滴混懸液滴於載玻片一端，用載片推片，置空氣中晾乾後，以 Giemsa 磷酸緩衝液染色。

而後在油鏡下，每隻動物計數多染性紅血球（polychromatic erythrocytes）1000個，記錄微核（micronucleus）

發生的數目。同時計鼠正紅細胞（normochromatic erythrocytes）數目，算出多染性紅血球與正紅細胞 8, 9。本

實驗所得之數據，以單尾變異數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並進行Dunnet測試，以 P 值小於 0.0

5認為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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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沙門菌回復突變測試法是Ames 氏等人所發展出來，此方法利用一系列具有組氨酸需求性之沙門突變菌

系，受致變物質刺激時，由需要組氨酸之營養缺乏型回復突變為能自行合成組氨酸之野生型的特性，藉缺乏

組氨酸之選擇培養基檢定，以測知化合物之突變性 5。

本試驗所使用的菌種為 TA98、TA100、TA102、TA1537、TA1538，事先皆經組氨酸需求性的確認。預

試驗時不加 S9，AFE及GTE 都沒有突變性，正式實驗時加 S9進行。S9是由大鼠肝臟製備而得的代謝活化

系統，許多致突變劑需經體內代謝活化才能顯出致突變作用，這種代謝活化有賴於細胞內微粒體混合功能氧

化酵素系，細菌體內無此酵素系，因此須外加此酵素系（S9混合物），以提高沙門菌回復突變檢出率 5。

加 S9 實驗重復三次，所得結果如表 1 所示。陽性對照藥物 4-nitroquinoline-N-oxide (1 µg/plate)、2-

aminofluorene（10 µg/plate）溶於DMSO，對 5 種菌種所致的突變數皆遠高於自然突變數 2 或 3 倍以上。A

FE（15 – 60 mg/plate）對 5 種菌種的回復突變菌落數均在正常範圍，即回復突變菌落數小於自然回復突變

數 2倍以內。GTE在濃度 15，30 mg/plate對 5種菌種的回復突變菌落數均在正常範圍。GTE 60 mg/plate對

TA98和TA100所致突變數高於自然回復突變數 2倍以上，但對TA102、TA1537和TA1538所致回復突變數

在正常範圍內。   

依照衛生署公告的健康食品安全性評估方法，最高劑量為 5 mg/plate，在本試驗所使用的劑量為 5 mg/p

late 的 3 至 12 倍。這些實驗結果明確顯示AFE 和GTE 對沙門菌回復突變測試為陰性反應。雖然GTE 在最

高劑量對TA98和TA100兩種菌種呈弱突變能力，但對其餘 3種菌種為陰性反應。

若藥物對染色體造成損傷，喪失著絲點的染色體斷片，到末期時被子細胞排除，游離於細胞質中，即形

成微核。骨髓中多染性紅血球數量多，微核容易辨認且自發率低，因此常被用來檢測受試藥物誘變活性的方

法 8, 9。

Table 1. Ames test results of AFE and GTE.

Drug and Dose            TA 98
+ S9

TA100
+ S9

TA102
+ S9

TA1537
+ S9

TA1538
+ S9

H2O  100 µl/plate 25 ± 6 52 ± 8  69 ± 15  30 ± 10 50 ± 8
AFE  15 mg/plate  7 ± 6 12 ± 7  3 ± 1 16 ± 2  7 ± 2
      30 mg/plate  4 ± 5   9 ± 15  3 ± 1 26 ± 9 17 ± 5
      60 mg/plate 11 ± 4  8 ± 6  2 ± 2 58 ± 5  9 ± 2
GTE  15 mg/plate  7 ± 3 25 ± 8  2 ± 1 20 ± 2  6 ± 2
      30 mg/plate 55 ± 7  67 ± 15  3 ± 1 35 ± 9 15 ± 5
      60 mg/plate 107 ± 12 154 ± 21  50 ± 20  89 ± 32  45 ± 13
DMSO 20 µl/plate  8 ± 3 15 ± 3  5 ± 3  2 ± 1 10 ± 1
NQNO 1 µg/plate 213 ± 23 417 ± 56 850 ± 79 232 ± 65 450 ± 78
AF    10 µg/plate 475 ± 50 1428 ± 205 530 ± 78 465 ± 45 1350 ± 234

All values are means ± S.D. (n=3). NQNO: 4-nitroquinoline-N-oxide, AF:2-aminofluor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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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frequency of micronucleated polychromatic erythrocytes (PCE) in bone marrow cells in mice, 
        induced by AFE, GTE and cyclophosphamide (CP).

  Treatment No. of mice used No. of PCE Scored % of MN in PCE PCE/NCE ratio

Control 5 5018 0.64 ± 0.04 0.77 ± 0.06
AFE  2 g/kg1 5 5016 0.64 ± 0.09 0.78 ± 0.07

5 g/kg1 5 4912 0.55 ± 0.03 0.71 ± 0.07
10 g/kg1 5 4063 0.69 ± 0.07 0.72 ± 0.08

AFE  10 g/kg2 5 5072 0.74 ± 0.06 0.64 ± 0.10
AFE  10 g/lg3 5 4914 0.67 ± 0.16 0.74 ± 0.07
GTE  2 g/kg1 5 5050 0.76 ± 0.05 0.62 ± 0.06

5 g/kg1 5 5199 0.87 ± 0.12 0.67 ± 0.09
10 g/kg1 5 4870 0.96 ± 0.25 0.78 ± 0.12

GTE  10 g/kg2 5 5120 0.70 ± 0.16 0.68 ± 0.13
GTE  10 g/lg3 5 5050 0.63 ± 0.07 0.66 ± 0.07
CP   75 mg/kg1 5 5394    3.10 ± 0.30***    0.36 ± 0.04***

All values are means ± S.E. ***P<0.01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1: The mice were sacrificed 24 hr after AFE, GT or CP administration.
2: The mice were sacrificed 48 hr after AFE or GT administration.
3: The mice were sacrificed 72 hr after AFE or GT administration.
MN: micronucleus; NCE: normochromatic erythrocytes

我們先前的實驗顯示 AFE 和 GTE 的大鼠急性毒性試驗，一半致死劑量兩者均大於 10 g/kg。因此在本

試驗最高使用劑量為 10 g/kg。為觀察微核出現的時間分布，除了在給藥後 24小時將鼷鼠攜牲外，高劑量組

另進行給藥後 48、72小時犧牲的試驗。

由表 2所示，鼷鼠口服投予AFE（2, 5, 10 g/kg）或GTE（2, 5, 10 g/kg）24小時後犧牲，其骨髓多染

性紅血球與正紅細胞比值與控制組之間無顯著差異，顯示其對骨髓細胞沒有毒性、微核率與控制組之間也沒

有差異，此說明 AFE 和 GTE 的微核試驗結果為陰性。AFE 和 GTE 高劑量（10 g/kg）投予後 48、72 小時

後將鼷鼠犧牲，也顯示AFE 和GTE 的微核試驗結果為陰性。正對照藥物Cyclophosphamide（75 mg/kg, i.

p.) 投予後 24 小時明顯出現骨髓多染性紅血球與正紅細胞比值下降（P < 0.001），微核率增加（P <0.001），

說明了其具骨髓抑制作用及對染色體損傷作用。

結論：台灣金線連和闊葉大豆，進行沙門菌回復突變及鼷鼠骨髓細胞微核試驗，結果顯示此二味藥材水

粗萃取物沒有致突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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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queous extracts of Anoectochilus formosanus (AFE) and Glycine tomentella (GTE) were

tested for mutagenicity in the Ames test and micronucleus test in bone marrow cells of mice. The

results of two experiments indicated that both AFE and GTE had no genotox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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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otox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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