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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腥草 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及產量組成研究 1 

林禎祥 2、林孟輝 2 

摘  要 

魚腥草（Houttuynia cordata Thunb.）為傳統中醫經常使用的中草藥，本研究旨在

探討魚腥草植株不同部位抗氧化能力差異及產量性狀間相關性，以作為栽培及利用之

參考。根據葉、莖及根莖等部位清除 50% α, α-二苯基-β-三硝基苯肼（α, α-diphenyl-β- 

picrylhydrazyl，DPPH）自由基之濃度（IC50），以葉片較佳，顯示抗氧化物質主要分

佈於葉片。經簡單相關係數分析顯示，決定莖葉產量主要因素為葉、莖及根莖之生長；

整體而言，均衡的地上部及地下部生長為獲得最佳產量及品質的要件之一。 

關鍵詞：魚腥草、產量性狀、自由基、α, α-二苯基-β-三硝基苯肼 

前  言 

魚腥草分布於中國、日本、韓國及東南亞一帶，為三白草科蕺菜屬多年生草本植

物，又名臭臊草、魚搓草、蕺菜、臭菜、魚鱗草及十藥等，在臺灣主要生長於海拔

2,000 m 以下之林地道路旁、山溝邊及田埂等陰涼潮濕環境，為常見的鄉土植物。魚

腥草全株含有癸醯乙醛（decanoylacetaldehyde）、甲基正壬酮（methyl-n-nonyiketone）、

α-蒎烯（α-pinene）、β-蒎烯（β-pinene）、月桂烯（myrcene）、月桂醛（dodecyl aldehyde）、

檸檬烯（limonene）、癸醇（decyl alcohol）、癸醛（decanal）及 4-松香醇（4-terpineol）

等成分，具有抗菌、抗病毒及增強免疫能力等作用（胡等，2004；蘇等，2008；Chen 

et al., 2003；Chen et al., 2005；Fu et al., 2013）。中國、越南及泰國等國家將魚腥草嫩

葉及根莖作為蔬菜食用，日本及韓國則開發為多樣化的飲料產品及除臭劑等衛生用品

（Fu et al., 2013），是一種食用及藥用兼備的作物。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報告第 488號。 
2.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助理研究員(通訊作者，chlin@tydais.gov.tw)及研究員兼作物改良課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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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生長遭遇乾旱、高溫及強光等環境逆境時，會產生過量的自由基，造成生理

及生化作用上的失衡，如光合作用速率下降、同化產物形成減少，嚴重時將導致農作

物產量損失及品質下降等結果；因此，當植物體有較高的自由基清除能力，其對不良

環境的耐受性亦較佳。一般而言，地上部特別是葉片部位之萃取物具有顯著的抗氧化

活性，而抗氧化能力高低與酚類及黃酮類化合物含量有關（Ashokkumar and 

Ramaswamy, 2013；Balabharathi et al., 2013；Zeidan and Oran, 2014），此類抗氧化物

質可經由人體吸收並維持生物活性，具有降低人體內氧化傷害（oxidative damage）的

效果（陳和顏，1998；Balabharathi et al., 2013；Carvalho et al., 2010）。 

魚腥草為臺灣原生的鄉土植物，利用性廣並有保健功效，漸受重視，但農民多自

野外直接採集販售，少有專業栽培生產，造成採收量及品質不一，不利於商業生產；

目前採收後主要供為青草茶及茶包等飲料使用，少部分供蔬菜食用。故，本研究分別

以新竹縣關西鎮、桃園市觀音區及新屋區之魚腥草地方品種為材料，評估植株不同部

位抗氧化能力及產量性狀間之相關性，以供為未來栽培及利用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材料 

本試驗之魚腥草材料採集自新竹縣關西鎮、桃園市新屋區及觀音區，以株為單

位，在本場簡易溫室各扦插繁殖 400 株。2014 年選取生育良好、長 10-15 cm、具有

3-4個節位且不含地下部根莖之帶根新梢作為栽培苗株。 

二、魚腥草不同部位 DPPH自由基清除能力分析 

α, α-二苯基-β-三硝基苯肼（α, α-diphenyl-β-picrylhydrazyl，DPPH）為一種穩定的

自由基，其甲醇溶液於波長 517 nm具最強吸收值，抗氧化物質與 DPPH作用時會提

供氫質子，進而產生自由基清除效果，此時獲得氫質子之 DPPH會失去本身藍紫色的

特性而造成吸光值下降，因此，藉由測定 517 nm吸光值之高低，可判斷樣品抗氧化

能力強弱（Ruch et al., 1989）。供試材料於本場遮光 70%簡易溫網室環境下種植，栽

培容器為長 69 cm × 寬 44 cm × 高 24.5 cm、容量 50 L之聚乙烯（polyethylene，PE）

塑膠盆，栽培介質使用荷蘭 BVB No.3（Bas Van Buuren B. V., De Lier, Netherlands）

泥炭土，行株距為 20 cm × 15 cm，試驗採逢機完全區集設計，3重複，每重複 1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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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盆種植 6 株苗。種植後每盆施用好康多 1 號（Hi-control，13-10-11，100 天型，ジ

ェイカムアグリ株式会社，日本）30 g，2014年 6月 12日種植，同年 10月 31日採

收。參考 Shimada 等人（1992）方法，分析供試材料莖、葉及根莖之抗氧化能力；秤

取經 50℃熱風乾燥 72 h之魚腥草粉末 1 g，加入 100 mL甲醇於室溫環境下萃取，萃

取液經離心後取上清液與 0.5 mM DPPH溶液以 1:0.25（V/V）比例震盪混合 20 sec，

隨後靜置於避光環境下 30 min，最後以分光光度計檢測 517 nm吸光值，以未加樣品

之控制組吸光值為基準，計算清除 50% DPPH自由基之濃度劑量（IC50），清除 50% 

DPPH自由基所需之抗氧化物質濃度越低，表示其抗氧化能力越高。 

三、魚腥草產量評估及簡單相關係數分析 

2014年 6月 12日於新竹縣關西鎮試驗區進行露天栽培，行株距為 100 cm × 15 

cm，單行植，試驗採逢機完全區集設計，3重複，小區面積 15 m2。種植前每公頃施

用有機質肥料（N-P2O5-K2O＝5%-2.5%-2.5%，有機質含量 65%）1,000 kg作為基肥，

種植後 2個月再追施 1,000 kg，合計每公頃有機質肥料施用量 2,000 kg。種植 4個月

後採收調查地上部莖葉及地下部根莖產量，並進行簡單相關係數分析。 

四、統計分析 

所調查數據以統計軟體 SAS 9.1程式（SAS Institute, 1999）進行變方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ANOVA），並以 Fisher 最小顯著差異性測試（Fisher’s protected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est, LSD test）比較平均值之差異顯著性，產量性狀並以 CORR 

Procedure進行簡單相關係數分析。 

結果與討論 

一、魚腥草不同部位 DPPH自由基清除能力分析 

為瞭解魚腥草地上部莖、葉及地下部根莖之抗氧化能力，以關西、觀音及新屋地

方品種為材料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關西、觀音及新屋地方品種葉片清除 50% DPPH 

（IC50）自由基所需之材料濃度分別為 78±7 µg mL-1、71±1 µg mL-1及 70±9 µg mL-1，

顯著低於莖及根莖，顯示葉片抗氧化能力優於莖及根莖部位（表 1）。 



（4）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第 81期 

表 1. 魚腥草植株不同部位清除 α, α-二苯基 -β-三硝基苯肼（ α,α-diphen-yl-β- 

picrylhydrazyl，DPPH）能力分析 

Table 1. Analysis of the DPPH scavenging activity in different parts of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部位 

Parts 

清除 50% DPPH濃度 
IC50 conc. (µg mL-1) 

關西 
Guanxi 

觀音 
Guanyin 

新屋 
Xinwu 

葉 
Leaf 

78 ± 7 a 71 ± 1 a 70 ± 9 az 

莖 
Stem 

245 ± 33 a 299 ± 12 b 258 ± 27 a 

根莖 
Rhizome 

1,064 ± 427 b 1,767 ± 88 c 1,841 ± 247 b 

z: 平均值 ± 標準偏差（n=3） 

同欄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經 Fisher的最小顯著差異性測驗在 5%水準差異不顯著。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n=3) 

Means within each column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Fisher’s protected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 test. 

 

植物體內源性抗氧化物質含量因部位不同而異，進而產生抗氧化能力高低之差異

（Zulkefli et al., 2013）。葉片為進行光合作用的主要部位，有氧代謝過程中不可避免

的會產生活性氧化物質（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而當環境逆境如高光照、乾

旱、淹水等存在時，會造成單態氧（singlet oxygen，1O
 2）、過氧化氫（hydrogen peroxide，

H2O2）及氫氧自由基（hydroxyl radical，OH･）過量產生而形成氧化逆境。植物體除

透過光能吸收及調節以保持活性氧產生與清除間之平衡外，內源性抗氧化物質的產生

亦是重要的保護機制之一（蔡和顏，2013；Harbour and Bolton, 1975；Kwon et al., 

2002）。Acantholippia deserticola、聚果榕（Ficus racemosa）及 Tabernaemontana 

corymbosa 植體地上部特別是葉片部位之萃取物具有顯著的抗氧化活性（Ashokkumar 

and Ramaswamy, 2013；Balabharathi et al., 2013；Zulkefli et al.,2013）。甘藷葉片頂芽

之總酚含量高於下位葉，此差異推測係因初生之嫩芽對環境耐受性較差，易受栽培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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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響，故酚類物質累積於頂芽以增加其對環境之耐受性，進而確保植體正常生長（劉

等，2012）。Fu等人（2013）指出，魚腥草地上部特別是葉片部位含有豐富的類黃酮

及多酚類等抗氧化物質。本研究也顯示，魚腥草葉片清除自由基能力優於莖及根莖部

位，推測係因其抗氧化物質含量較多所致。 

二、魚腥草產量性狀及其簡單相關性分析 

以關西、觀音及新屋之魚腥草地方品種為供試材料，選取生育良好、長 10-15 cm、

具 3-4個節位且不含地下部根莖之帶根新梢作為繁殖苗株，在 2014年 6月 12日定植

於新竹縣關西鎮試驗田區，採露天模式栽培，種植 4個月後調查魚腥草生育情形、地

上部莖葉及地下部根莖產量。各地方品種植株高度及展幅分別介於 22.0-22.9 cm 及

53.0-62.4 cm，但各地方品種之間無顯著差異。葉片鮮重於各地方品種之間呈顯著差

異，以關西地方品種 192 g m-2最高；莖鮮重以關西地方品種 101 g m-2最高，觀音地

方品種 67.3 g m-2最低，二者間呈顯著差異；各地方品種之根莖鮮重介於 289-313 g m-2，

但無顯著差異。葉片乾重於各地方品種間呈顯著差異，以關西地方品種 38.8 g m-2最

高；莖乾重以關西地方品種 19.2 g m-2最高，觀音地方品種 11.1 g m-2最低，且二者間

呈顯著差異；根莖乾重於各地方品種間呈顯著差異，以關西地方品種 86.4 g m-2最高。

葉片乾物率以關西地方品種20.3%為顯著最高；莖及根莖乾物率分別介於16.6%-19.1%

及 26.5%-27.7%，各地方品種間無顯著差異。整體而言，關西地方品種具較佳的莖、

葉產量及根莖乾物質的累積（表 2）。為了解各產量性狀與產量表現間之關係，以莖

葉乾物產量為依變數，以株高、植株展幅、莖鮮重、莖乾重、葉鮮重、葉乾重、根莖

鮮重及根莖乾重為自變數，進行簡單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植株展幅與植株高度之

間呈極顯著正相關，但展幅與地上部莖、葉及根莖之鮮、乾重皆無顯著相關；而影響

莖葉乾物產量除莖、葉乾鮮重外，甚與根莖乾物質累積之間亦呈極顯著正相關（表 3）。 

Li等人（2015）指出，魚腥草地上部莖葉產量增加時，地下部根莖生長亦隨之增

加。在乾旱環境下，魚腥草地上部生長受抑制，以降低蒸散作用、增加地下部生長、

擴大吸收土壤水分之面積，從而提高抗旱能力，並維持植株正常生理功能進而確保產

量（王等人，2012），顯示魚腥草產量之表現與環境因素有關。植物體為因應環境變

動所造成之壓力，除可透過外表形態及地上部、地下部差異性生長進行調節外，內部

遺傳組成之改變為植物體增加對環境之適應性以確保物種生存之重要調適方式。於尼

泊爾、中國大陸、泰國、臺灣及日本等地生長之魚腥草，染色體數有 2n＝20、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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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2、72、80、96、112及 128等變異，推測係因地殼變動形成地理隔離作用所致

（袁等人，2008；Oginuma et. al., 2007）。臺灣腹地並不遼闊，但多變的地形營造出

豐富的地貌變化，魚腥草為適應臺灣多變的環境壓力，已有遺傳變異現象產生（張，

2002；蕭，2005）。張（2002）調查於臺灣各地所收集魚腥草 24個材料之外表形態，

並以逢機擴大多型性 DNA（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 RAPD）分析品系間

DNA之多型性，以進一步了解魚腥草 DNA的變動情形；依據分析結果，共可分為三

個類群，類群 Ι：基隆、陽明山、美濃、神岡及仁愛，類群 ΙΙ：復興、台東、鹿港及

恆春，類群 ΙΙΙ：蘇澳。蕭（2005）利用高效液相層析（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分析臺灣魚腥草 25 個收集系間產量及不同部位指標成分之

變異，生長於不同地區的魚腥草在地上部乾物產量、莖部及葉部類黃酮苷與總多酚含

量均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顯示，均衡的地上部及地下部生長為獲得魚腥草最佳產量的必要條件之

一，關西地方品種有較高的產量表現，或許係因其遺傳基因型於適當栽培環境栽培所

致。 

 

表 2. 魚腥草不同地方品種種植於關西地區產量性狀表現 

Table 2. Yield characters from different local varieties of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at 

Guanxi area. 

地方品種 
Local 

varieties 
 

株高 
Plant 
height 
(cm) 

展幅

Plant 
width 
(cm)

鮮重 
Fresh weight  

(g m-2) 

乾重 
Dry weight  

(g m-2) 

乾物率 
Percentage of dry matter 

(%) 

葉 
Leaf 

莖 
Stem 

根莖 
Rhizome

葉 
Leaf

莖 
Stem

根莖 
Rhizome

葉 
Leaf 

莖 
Stem 

根莖 
Rhizome

關西 
Guanxi 

22.9a 62.4a 192a 101a 313a 38.8a 19.2a 86.4a 20.3a 19.1a 27.7a 

觀音 
Guanyin 

22.0a 53.0a 131b 67.3b 289a 23.8b 11.1b 76.7b 18.2ab 16.6a 26.5a 

新屋 
Xinwu 

22.0a 53.3a 163ab 92.2a 300a 28.0b 17.7a 82.4ab 17.2b 19.0a 27.5a 

同欄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經 Fisher的最小顯著差異性測驗在 5%水準差異不顯著 

Means within each column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Fisher’s protected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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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魚腥草產量性狀間之簡單相關係數分析 

Table 3. Simp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alysis between yield characters of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性狀 

Character 
 

植株展幅

Plant  
width 

葉鮮重 

Leaf  
fresh wt. 

葉乾重 

Leaf 
dry wt. 

莖鮮重 

Stem fresh 
wt. 

莖乾重 

Stem 
dry wt. 

根莖鮮重 

Rhizome 
fresh wt. 

根莖乾重

Rhizome 
dry wt. 

株高 
Plant height 

0.813** 0.183 0.368 0.095 0.473 0.605 0.207 

植株展幅 
Plant width 

 0.468 0.710 0.382 0.567 0.786 0.591 

葉鮮重 
Leaf fresh wt. 

  0.925** 0.954** 0.851** 0.655 0.812** 

葉乾重 
Leaf dry wt. 

   0.855** 0.828** 0.760 0.870** 

莖鮮重 
Stem fresh wt. 

    0.889** 0.612 0.871** 

莖乾重 
Stem dry wt. 

     0.736 0.818** 

根莖鮮重 
Rhizome fresh 
wt. 

      0.742 

**: 表示各因子間在 1%水準下達顯著性相關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haracters at 1% probability levels. 

結  論 

魚腥草之抗氧化能力因部位不同而異，地上部抗氧化能力顯著高於地下部，且主

要表現於葉片部位。魚腥草地上部莖葉產量亦因地方品種不同而異，整體而言，均衡

的地上部及地下部生長為魚腥草表現最佳產量的要件之一。因此，應透過地方品種之

篩選及建立良好栽培管理制度，以確保產量提升及品質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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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and Yield Components of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1 

Chen-Hsiang Lin 2 and Meng-Huei Lin 2 

Abstract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is a medicinal herb generally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y.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antioxidant activity in different parts of 

plant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yield and character’s as reference for cul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Among leaf, stem and rhizome scavenging 50% α, α-diphenyl-β-picrylhydrazyl 

(DPPH) ability (IC50) of leaf was higher significantly than stem and rhizome. The highest 

antioxidants content was shown in leaf. Simpl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determining factors for yield were leaf, stem and rhizome growth. In conclusion, the 

balance between aboveground and underground growth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elements to 

obtain the best yield and quality of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 

Key words: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Yield characteristics, Free radical,  

α, α-diphenyl- β-picrylhydraz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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