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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實 驗 ⾸ 先 完 成 百 合 科 薤 ⽩ 屬 （ A l l i u m   屬 ） 植 物 之 有 效 成 分 （ A l l i c i n ， A j o e n e ） 在 ⾼ 效 液 相 層
析 （ H P L C ） 法 中 的 分 析 條 件 檢 討 ， 接 着 以 合 成 的 ⽅ 法 合 成 、 純 化   A l l i c i n 及   A j o e n e ， 將 合 成 所 得
A l l i c i n   及   A j o e n e 做 為 指 標 成 分 ， 利 ⽤ ⾼ 效 液 相 層 析 法 進 ⾏ ⼤ 蒜 ， 蒜 頭 ， 洋 葱 ， 葱 ， 薤 ⽩ 中 所 含
成 分 之 定 量 ， 結 果 顯 ⽰   A l l i c i n 在 ⼤ 蒜 ， 蒜 頭 ， 蒜 ⽩ 中 所 含 此 成 分 的 經 時 變 化 ， 隨 時 間 的 增 長 ⽽ 減
少 ， 相 反 的 A j o e n e 則 隨 時 間 的 增 長 ⽽ 增 加 。 新 鮮 洋 葱 及 葱 ， 薤 ⽩ 的 檢 品 中 僅 含 微 量 的   A l l i c i n 。
洋 葱 於 新 鮮 配 製 檢 品 中 含 ⼤ 量 的 A j o e n e （ 0 . 0 4 6 % ） ， 為 蒜 ⽩ 最 ⾼ 含 量 的 兩 倍 ， 但 於 兩 天 以 後

即 轉 化 為 其 他 化 合 物 ⽽ 不 易 檢 測 ， 其 他 蒜 鬚 ， 葱 ， 薤 ⽩ 只 含 微 量 ， 於 經 時 變 化 中 無 法 檢 測 出 來 。
以 上 實 驗 結 果 顯 ⽰ ， 洋 葱 之 鮮 品 含 ⾼ 量   A j o e n e ， 至 於 ， 葱 ， 薤 ⽩ 所 含 成 分 於 本 實 驗 H P L C 移

動 相 溶 媒 系 統 中 滯 留 時 間 為 1 . 4 分 時 含 有 共 同 的 吸 收 峰 ， 此 共 同 成 分 之 定 量 ， 尚 須 進 ⾏ ⼤ 量 抽 取 ，
純 化 ， 結 構 鑑 定 等 步 驟 ， 有 待 進 ⼀ 步 之 檢 討 。

關 鍵 詞 ： 薤 ⽩ 屬 ， A j o e n e ,   A l l i c i n

前 ⾔

中 藥 材 中 常 有 利 ⽤ 百 合 科 （ L i l i a c e a e ） 薤 ⽩
屬 （ A l i u m   屬 ） 的 各 種 植 物 當 做 藥 材 ， 例 如 ： 薤
⽩ ， 葱 ⽩ ， ⼤ 蒜 等 係 利 ⽤ 鱗 莖 ， ⾲ 菜 ⼦ ， 葱 ⼦
係 利 ⽤ 種 ⼦ 。 本 屬 植 物 在 本 省 出 產 有 薤 ⽩ （ A l -
lium bakeri R e g e l ) , # ( A l l i u m fistulosum
L.)X*(Al l ium sativum L. forma. pekineso
M a k ） ， ⾲ （ A l l i u m   t u b e r o s u m   R o t t l ） 等 常 ⽤ 中
藥 及 洋 葱 （ A l i u m   c e p a   L ） 等 食 ⽤ 及 民 間 藥 物 。
本 屬 植 物 被 研 究 已 知 含 有 數 ⼗ 種 成 分 ， 其 中 有

效 成 分 如 ： A l l i i n ， A l l i c i n ， A j o e n e   等 都 具 有
抗 凝 ⾎ ， 抗 菌 作 ⽤ （ ， 本 實 驗 ⾸ 先 完 成 有 效 成
分 之 合 成 ， 純 化 ， 利 ⽤ 合 成 的 標 準 品 以 ⾼ 效 液
相 層 析 （ H P L C ） 法 進 ⾏ 上 述 各 植 物 中 所 含 成 分
之 定 量 。

材 料 及 ⽅ 法

⼀ 、 試 藥 與 儀 器
本 實 驗 所 ⽤ 檢 品 （ ⼤ 蒜 ， 蒜 頭 ， 洋 葱 ， 葱 ，

薤 ⽩ ） ， 均 為 購 ⾃ 市 售 之 鮮 品 。 抽 取 ⽤ 溶 媒 爲 ⼯
業 級 重 蒸 餾 後 使 ⽤ 。 ⾼ 效 液 相 層 析 儀 使 ⽤ 之 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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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均 爲 L C 級 （ 臺 偉 ， 皓 峰 ） 。 測 核 磁 共 振 （ N M R
） 光 譜 所 ⽤ 之 溶 媒 （ C D C l s ） 為 光 譜 級 （ E .   M e r c k ）
。 試 藥 除 醋 酸 酐 ， 3 0 % 過 氧 化 氫 ， D i a l l y   d i -

sulfide, Diethyl disulfide F A t * A •
其 餘 爲 試 藥 ⼀ 級 ， 薄 層 層 析 ⽤   K i e s e l g e l   6 0
GF24 (E. Merck Art. 5735) , (E. Merk Art.
13792, 1 3 7 9 4 ） 管 柱 層 析 （ c o l u m n c h r o m a -

t o g r a p h y ） 擔 體 （ s u p p o r t ） 包 括   K i e s e l g e l   6 0 （ E .
Merck Art. 7734, 9385) , Fuji-Davison ODS-
1 8 （ c h r o m a t o r e x ） ， ⾼ 效 液 相 層 析 使 ⽤   S h i m a -
d z u   6 A   t w o   p u m p   s y s t e m ， 層 析 管 柱 ⽤ 逆 相 管
tE Merk, RP-8, 5um, Cat. No.50832 , ID :
4 0 × 2 5 0   m m . ， 紅 外 線 光 譜 儀 ⽤   S h i m a d z u
I R - 4 4 0   s p e c t r o m e t e r ， 氫 核 磁 共 振 儀 及 碳 ⼗ 三
核 磁 共 振 儀 ： J E O L F X - 9 0 核 磁 共 振 儀 ， 氣 相
層 析 ⼀ 質 譜 儀 ⽤   H e w l e t t - p a c k a r d 5 9 9 5

G C - M S   s y s t e m ， 紫 外 線 燈 ⽤ C A M A G   U n i -
v e r s a l   U V   l a m p ， 波 長 2 5 4 u m 及 3 6 6 u m . 及
R A Y T E C H   M o d e l   8 8 ， 波 長 2 5 4 u m 及 3 6 6 u m

⼆ 、 檢 品 前 處 理
檢 品 （ 蒜 頭 ， 蒜 鬚 ， 蒜 ⽩ ， 薤 ⽩ ， 洋 葱 ， 葱

） 取 乾 燥 的 各 種 檢 品 約 兩 克 ， 精 秤 後 ， 磨 碎 置
2 5 毫 升 三 角 錐 瓶 ， 在 空 氣 中 放 置 3 0 分 鐘 ， 加 入
1 5 毫 升 甲 醇 液 ， 置 超 ⾳ 波 震 盪 器 ， 抽 取 3 0 分 鐘
， 溶 液 經 過 濾 ， 置 於 5 0 毫 升 之 容 量 瓶 內 ， 重 覆
抽 取 三 次 ， 加 入 甲 醇 精 確 定 量 至 5 0 毫 升 ， 充 分
混 合 均 勻 ， 以 3 0 0 0   r . p . m .   離 ⼼ 分 離 2 0 分 鐘 ， 分
取 上 清 液 。 以 0 . 4 5 u m 濾 膜 過 濾 。 濾 液 做 為 H P L
C 檢 品 。
三 、 標 定 物 質 的 合 成
合 成 ⼤ 蒜 主 要 有 效 成 分   A l l i c i n   及   A j o e n e

， 加 以 純 化 後 當 作 標 準 品 ， ⽤ 於 本 實 驗 之 定 量
分 析 。
（ 過 氧 醋 酸 之 製 備 （ 5 ）
醋 酸 酐 4 5 克 加 入 茄 形 瓶 加 以 攪 拌 ， 慢 慢 加
入 3 0 % H : O ： 1 0 克 。 保 持 溶 液 在   3 5 - 4 0 ° C 。
滴 完 暫 時 保 持 溫 度 。 放 置 壹 夜 後 備 ⽤ 。

（ = A l l i c i n 及 A j o e n e 之 合 成
取   D i a l l y l   d i s u l f i d e   5 克 ， 放 入 2 0 0 毫 升 茄
形 瓶 內 ， 再 加 入 氯 仿 2 0 毫 升 。 加 入 後 攪 拌
混 合 ， 並 且 慢 慢 加 入 上 述 已 製 備 之 過 氧 醋
酸 1 5 毫 升 。 滴 完 後 令 反 應 2 0 分 鐘 ， 反 應
完 全 後 ， 加 入 碳 酸 氫 鈉 溶 液 加 以 中 和 ， 轉
入 分 液 漏 ⽃ ， 加 正 ⼰ 烷 至 分 液 漏 ⽃ 進 ⾏ 分

配 ， 振 搖 後 取 上 層 ， 如 上 述 分 配 三 次 ， 合
併 上 層 溶 液 ， 經 減 壓 濃 縮 抽 乾 後 以 矽 膠 管
柱 層 析 法 及 中 壓 矽 膠 管 柱 層 析 法 （ 移 動 相 ：
n-hexane : Isopropanol=98 : 2) , ODS-
1 8 逆 相 管 柱 層 析 法 （ 移 動 相 ： n - h e x a n e : T
H F = 9 : 1 ） ， 分 離 所 得 的 油 狀 化 合 物 ， 經
測 紅 外 光 譜 及 核 磁 共 振 圖 譜 ， 推 定 所 合 成
的 化 合 物 爲   A l l i c i n   和 A j o e n e 。 （ 6 7 ）

Allicin (allyl 2 -Propene th iosu lfina te )
本 化 合 物 爲 淡 ⿈ ⾊ 油 狀 物 質 。
紅 外 光 譜 中 ， 在 1 6 3 5 c m ' 可 ⾒ 不 飽 和 （ C = C

） 鍵 之 吸 收 ， 在 1 4 2 5 c m ' ， 1 4 0 3 c m ' ， 1 2 3 0 c m 1 為
飽 和 （ C - C ） 鍵 之 吸 收 ， ⽽ 在 1 0 8 0 c m ' 具 有 S - S

= 〇 之 特 性 吸 收 。 核 磁 共 振 質 譜 （ C h a r t   1 ） 中 ，
8 = 3 . 2 9 - 3 . 5 4 （ m , 4 H ） 為 兩 組   a l l y l g r o u p   上
之 m e t h y l e n e   p r o t o n ， ⽽ 在 = 5 . 0 7 - 5 . 2 6 （ m
， 2 H ） 為 兩 組   a l l y l   g r o u p 上 之   v i n y l e n e   p r o -

t o n ， 8 = 5 . 5 1 - 6 . 2 5 （ m , 4 H ） 則 歸   於 兩 組   a l -
l y l   g r o u p   上 之   v i n y l   p r o t o n ， 綜 合 以 上 圖 譜 數
據 解 析 ， 並 與 ⽂ 獻 之 數 據 （ 6 ） 及 H P L C （ 7 ） 圖 譜 之
比 較 結 果 推 定 本 化 合 物 即   A l l i c i n 。
IR(cm 'v max) :

3075(m),3025-2900(m),1635 (m),
1425(m),1403(m),1230(m),1080(s,SO-S),99
0(m),830(s).

'H-NMR
(lit.) (8,in CDCl):6.30-5.04
(m,6H),3.94-3.65 (m,4H)
(exp.) (S,in CDCl):3.29-3.54
(m,4H),5.07-5.26(m,2H),5.51-6.25 (m,4H)

"C-NMR(lit.) (S,in CDCls):133.02,
125.95,124.07,119.10,59.98,35.06
Ajoene (4,5,9-Trithiadodeca-1,6,11-trien
e - 9 - o x i d e )

本 化 合 物 爲 淡 ⿈ ⾊ 油 狀 物 質 。
紅 外 光 譜 中 ， 在 1 6 2 5 c m " 可 ⾒ 不 飽 和 （ C = C

） 鍵 之 吸 收 ， 在 1 4 2 0 c m ' ， 1 4 0 0 c m ' ， 1 2 2 0 c m " 為
飽 和 （ C - C ） 鍵 之 吸 收 ， ⽽ 在 1 0 4 0 c m ' 具 有 S = 0
之 特 性 吸 收 。 核 磁 共 振 質 譜 （ C h a r t   2 ） ， 8 = 3 . 3
3 （ d , J = 7 . 4 , 2 H ） 為 C 上   m e t h y l e n e   p r o t o n   之 訊
號 ， 8 = 3 . 5 4 （ m , 4 H ） ， 則 為 連 接 S = 0 兩 旁 C 。 ，
C i o   之   m e t h y l e n e   p r o t o n   之 訊 號 ， ⽽ 在 8 = 5 . 0 8 -
6 . 4 7 共 有 8 個 質 ⼦ 的 積 分 ， 其 歸 屬 於 四 個 v i n y l
g r o u p   上 的 質 ⼦ （ C I , C I z ） ， 及 四 個 v i n y l e n e
g r o u p   上 的 質 ⼦ （ C ， C 。 ， C ： ， C I I ） ， 除 C 。 上 之



v i n y l e n e   p r o t o n   靠 近 親 電 性 之 硫 原 ⼦ ， 化 學 位
移 傾 向 於 低 磁 場 8 = 5 . 1 - 5 . 9 9 之 間 ， 兩 組 v i n y l
p r o t o n （ C . ， C i z ） ， 由 於 C I 2 靠 近 親 電 性 基 團 S
= 0 ， 因 此 兩 者 的 化 學 位 移 歸 腦 應 為 C ， 的 兩 個
質 ⼦ 8 = 5 . 1 3 （ m ） ， C I 2 的 兩 個 質 ⼦ 8 = 5 . 3 0 （ m ） 。
綜 合 以 上 圖 譜 數 據 解 析 ， 並 與 ⽂ 獻 之 數 據 及 H P
L C 圖 譜 之 比 較 結 果 推 定 本 化 合 物 即 為 a j o e -

IR(cm' v max) : 3000, 1625(C=С),
1420,1400,1220,1040(C-S-O-C),920
'H-NMR(lit.) (S,in CDCl):6.38(1H,

= CHSS),5.82(m,3Н=CHCH2),
5.50 (m,CH2 = CHCHS-0)5.16(m,2H
,CH2=CHCH2S),
3.54(m,4H,CH‹SOCH2),3.33(d,J =7.
32,2H,SSCH2)

(Exp.) (S,in CDCl):6.39(1H, = CHSS),
5.1-5.99(m,3H, = CHCHz),5.30
(m,CH2 = CHCH2S-O),5.13(m,2H,CH
= CHCH,S),

3.54(m,4H,CH,SOCH2),3.33(d,J =7.32,
2H,SSCH2)

'C-NMR(lit.) (S,in CDCl):134.7,132.6,125.7,
123.7,119.3,116.9,54.5,53.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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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 1 : 'H-NMR spectrum of Alli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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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 2 : 'H-NMR spectrum of Ajoene

四 、 分 析 ⽅ 法
以 合 成 所 得 化 合 物 （ A l l i c i n , A j o e n e ） 爲 指

標 成 分 。 利 ⽤ ⾼ 效 液 相 層 析 （ H i g h   p r e s s u r e   l i -
q u i d   c h r o m a t o g r a p h y ） ， 經 各 種 配 製 的 移 動 相
比 較 對 照 結 果 。 以 A C C N ： H : 0 : M e O H = 5 0
： 4 1 ： 9 為 最 好 （ 8 ） 。 其 中 A j o e n e   在 滯 留 時 間 為
（ R t ;   R e t e n t i o n   t i m e ） 4 . 7 分 呈 單 ⼀ 吸 收
峰 （ C h a r t   3 ） ， A l l i c i n   的 滯 留 時 間 3 . 7 分 （ C h a r t
4 ） 。 再 利 ⽤ A j o e n e 爲 指 標 與 ⼤ 蒜 檢 品 比 對 結 果
， 新 鮮 配 製 ⼤ 蒜 檢 液 含 少 量   A j o e n e ， 但 在 滯 留
時 間 3 . 7 分 處 的   A l l i c i n   吸 收 峰 ， 於 空 氣 中 置 放
幾 ⼩ 時 變 化 後 3 . 7 分 （ A l l i c i n ） 的 吸 收 峰 減 少 。
⽽ 4 . 7 分 （ A j o e n e ） 的 吸 收 峰 增 ⼤ 。 內 部 標 準 品
( I .S . I n t e r n a l   S t a n d a r d ） 經 檢 討 結 果 以 D i e -
t h y l   D i s u l f i d e   在 滯 留 時 間 9 分 鐘 處 有 吸 收 峰 ，
不 影 響 檢 品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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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 3: HPLC chromatogram of Ajoene. (R.T.=4
7mim.: Int.st.:R.T.=8.7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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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n t e r a l   s t a n d a r d   之 配 製
精 稱 1 0 0 毫 克   D i e t h y lD i s u l f i d e   標 準

品 ， 置 於 1 0 毫 升 定 量 品 內 ， 加 甲 醇 精 確 定
量 1 0 毫 升 ， 充 分 混 合 均 勻 備 ⽤ 。

（ ⼆ ） 標 準 品 溶 液 的 配 製
取 標 準 品 （ A j o e n e   o r   A l l i c i n ） 約 8 . 2 m

g 精 稱 ， 置 於 1 0 毫 升 定 量 瓶 内 ， 再 從 上 述
內 標 之 定 量 瓶 ， 吸 取 1 毫 升 加 入 ， 然 後 ⽤
甲 醇 精 確 定 量 1 0 毫 升 ， 充 分 混 合 均 勻 ， 以
0 . 4 5 u m   m e m b r a n e   f i l t e r 過 濾 ， 所 得 濾 液
爲 檢 品 。

（ 三 ） 標 準 曲 線 製 作
上 述 標 準 品 溶 液 充 分 混 合 後 ⽤ 吸 管 （ p i

p e t ） 精 確 吸 出 1 毫 升 ， 2 毫 升 ， 4 毫 升 。 分
別 注 入 三 個 5 0 毫 升 定 量 瓶 中 ， 精 取 配 製 好
的 內 部 標 準 品 1 毫 升 置 於 各   5 0 毫 升 定 量 瓶
內 ， 加 甲 醇 （ L C 級 ） 精 確 量 至 5 0 毫 升 ， 充
分 混 合 均 勻 ， 以 0 . 4 5 u m   m e m b r a n e   f i l t e r
過 濾 ， 各 取 2 0 u l 注 入   H P L C 中 分 析 ， 以 對
照 標 準 品 之 波 峰 ⾯ 積 與 內 部 標 準 品 之 波 峰
⾯ 積 比 與 濃 度 間 之 關 係 求 出 標 準 曲 線 之 線
性 迴 歸 ⽅ 程 及 相 關 係 數 ， 經 檢 量 線 校 正 時
， A l l i c i n   濃 度 於 1 . 5 5 m g /   m l   至 3 . 8 8 m g /

m l 的 校 正 値 y = 0 . 9 9 9 8 1 （ c h a r t   5 ） ， A j o e n
e 的 濃 度 於   1 . 6 4   1 g / m 1 至 6 5 . 6 1 g / m l 的
校 正 値 y = 0 . 9 9 9 5 1 （ c h a r t   6 ） .

- 143170 с

1 8 다
Concentration

— = 21446 + 341962106x R= 0.9951
Chart 6 : Calibration curve of Ajoene

四 計 算 ⽅ 法 ：

法 如 下 ：
各 檢 品 所 含   A l l i c i n   和 A j o e n e   的 計 算 ⽅

檢 品 測 定 ⾯ 積 値 / 內 標 測 定 ⾯ 積 値
標 準 品 測 定 ⾯ 積 值 / 內 標 測 定 ⾯ 積 值： ✕ 標 準 品 溶 液 濃 度 （ m g / m l ）

標 準 品 溶 液 注 入 量 （ （ a l ）
檢 品 溶 液 注 入 量 （ 4 l ） 檢 品 溶 液 濃 度 （ m g / m l ）

結 果 與 討 論

A l l i c i n   來 ⾃ 百 合 科 植 物 ⼤ 蒜   A l i c i n sat-

i v u m   L . 鮮 莖 ， 葱 A .   f i s t u l o s u m   L . 鱗 莖 。 具 有
抗 鏈 球 菌 ， 隱 球 菌 和 癬 菌 等 抗 菌 作 ⽤ ， 能 加 強
家 兔 的 多 形 ⽩ 細 胞 的 吞 噬 作 ⽤ ， 臨 床 可 治 療 痢
疾 ， 百 ⽇ 咳 ， 肺 結 核 ， 頭 癬 及 陰 道 滴 蟲 等 症 。

Table 1 : Time p r o g r a m c h a n g e of Allicin in Allium species

Table 2: Time program change of Ajoene in Allium species

A l l i u m   屬 幾 種 植 物 所 含   A l l i c i n ， A j o e -
n e   之 成 分 變 化 如 下 ：

第 ⼀ 天 第 ⼆ 天 第 三 天 第 四 天 第 五 天

菥 顼 0.166% 0.103% 0.055 % 0.035% 0.017%

蒜 ⽩ 0.164% 0.090% 0.044 % 0.025%
称 鬚 0.026% 0.019%
洋 葱 微 量
葱 微 量

薤 ⽩ 微 量
Chart 4 : HPLC chromatogram of Alli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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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0.0037142 + 0.23022x R= 0.99981
Chart 5 : Calibration curve of Alli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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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 天 第 ⼆ 天 第 三 天 第 四 天 第 五 天 ， 第 六 天 第 八 天 第 ⼗ 天
蒜 顼   微 量 0.015%. 0.017% 0.018% 0.019% 0.020% 0.022% 0.017%
蒜 ⽩   微 量 0.020% 0.022%0.024% 0.026% 0.026% 0.025% 0.022%
蒜 鬚 微 量 微 量 微 量 微 量 微 量 微 量
洋 葱 0 . 0 4 6 % 微 量
葱 微 量 微 量 微 量

薤 ⽩



A l l i c i n e : T a b l e   1 中 ⼤ 蒜 中 所 含 此 成 分 的
經 時 變 化 。 第 ⼀ 天 0 . 1 6 6 % ， 第 ⼆ 天 0 . 1 0 3 % - 0 .
0 9 2 ％ ， 第 三 ⼤ 0 . 0 5 5 % - 0 . 0 4 9 % ⼀ ， 第 四 天 0 . 0
3 5 % - 0 . 0 3 4 % ， 第 五 天 0 . 0 1 7 % 。 蒜 ⽩ ⾃ 第 ⼀
天 0 . 1 6 4 % ， 第 ⼆ 天 0 . 0 9 - 0 . 0 7 % ， 第 三 天 0 . 0 4 4
% - 0 . 0 3 7 % ， 第 四 天 0 . 0 2 5 % - 0 . 0 2 4 % 。 蒜 鬚
由 第 ⼀ 天 0 . 0 2 6 % ， 第 ⼆ 天 0 . 0 1 9 % - 0 . 0 1 6 % ，
新 鮮 洋 葱 ， 葱 ， 薤 ⽩ 的 檢 品 中 僅 含 微 量 的   A l l i c
in o

A j o e n e : T a b l e   2 中 ， 蒜 頭 的 新 鮮 配 製 檢
品 中 ， 第 ⼀ 天 只 含 微 量 ， 第 ⼆ 天 由 0 . 0 1 5 % - 0 . 0
1 7 % ， 第 三 天 0 . 0 1 7 % ， 第 四 天 0 . 0 1 8 % - 0 . 0 1 9
% ， 第 五 天 0 . 0 1 9 % ， 第 六 天 0 . 0 2 % ， 第 八 天 0 .
0 2 % - 0 . 0 2 2 % ， 第 九 天 0 . 0 2 1 % ， 第 ⼗ 天 降 至 0 .
0 1 7 % ， 由 數 據 顯 ⽰   A j o e n e 的 變 化 於 第 八 天 達
最 ⾼ 量 。
蒜 ⽩ 所 含 A j o e n e 較 ⾼ 。 由 第 ⼆ 天 0 . 0 2 0 %

， 第 三 天 0 . 0 2 2 % ， 第 四 天 0 . 0 2 4 %   0 . 0 2 5 % ，
第 五 天 0 . 0 2 6 % ， 第 六 天 0 . 0 2 6 % ， 第 八 天 0 . 0 2 5
% - 0 . 0 2 3 % ， 第 九 天 0 . 0 2 3 % ， 第 ⼗ 天 0 . 0 2 2 %
由 此 可 知 蒜 ⽩ 的 A j o e n e 含 量 比 蒜 頭 爲 ⾼ ， 並 且
在 第 五 天 達 最 ⾼ 含 量 。
洋 葱 於 新 鮮 配 製 檢 品 中 含 ⼤ 量 的   A j o e n e （ 0

. 0 4 6 % ） ， 爲 蒜 ⽩ 最 ⾼ 含 量 的 兩 倍 ， 但 於 兩 天 以
後 轉 化 為 其 他 化 合 物 ⽽ 不 易 檢 測 ， 其 他 蒜 鬚 ，
葱 ， 薤 ⽩ 只 含 微 量 ， 於 經 時 變 化 中 無 法 檢 測 出
來 。
由 抗 ⾎ ⼩ 板 凝 集 反 應 之 數 據 顯 ⽰   A j o e n e 之

活 性 ⼤ 於   A l l i c i n   ' （ A j o e n e ： A D P ：
IDso=166 38um, collagen IDs=196 $64um,
A l l i c i n : A D P ,   c o l l a g e n   皆 ⼤ 於 4 0 0 u m ） 。 以 上

薤 ⽩ 屬 植 物 之 有 效 成 分 研 究 / 1 2 7

實 驗 結 果   A l l i c i n   會 變 成 A j o e n e   的 化 合 物
， A j o e n e   在 天 然 物 之 含 量 比 爲 洋 葱 鮮 品 ＞ 蒜 ⽩
鮮 品 ＞ 蒜 頭 鮮 品 ， 因 A j o e n e 及   A l l i c i n 化 合 物
受 熱 會 產 ⽣ 變 化 。 故 吃 新 鮮 洋 葱 療 效 較 強 ， 且
可 避 免 因 ⽣ 吃 蒜 頭 所 引 起 的 ⼜ 臭 。 葱 ， 薤 ⽩ 所
含 成 分 於 本 實 驗 H P L C   移 動 相 溶 媒 系 統 中 滯 留
時 間 爲 1 . 4 分 時 含 有 共 同 吸 收 峰 ， 此 共 同 成 分 之
定 量 尚 需 進 ⾏ ⼤ 量 抽 取 ， 純 化 及 結 構 鑑 定 等 步
驟 ， 有 待 進 ⼀ 步 之 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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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ACTIVE
COMPOUNDS IN ALLIUM GENUS (LILIACEAE) BY HPLC

Jin-Bin Wu Yih-Dih Cheng Shung-Chieh Huang
Kuang-Hsiung Chang * Ming-Tsuen Hsieh *

School of Pharmacy and Institute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
China Medical College

This work included study of plants, synthesis of standard compounds, allicin and ajoene, and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these two components in Allium genus by HPLC. The daily change of
allicin and ajoene in methanol extract of each species were determined.

Garlic bulb was found to have higher content of allicin whilst fresh Allium cepa, Allium fistulosum
and Allium bakeri were found to have less allicin.

It was found that the quantity of ajoene reached maximum on the sixth day in the garlic root, and
on the fifth day in the immature garlic bulb. The content of aioene in immature garlic bulb was higher
than mature garlic bulb. The ajoene content of Allium cepa (0.046%) was twice than garlic bulb. The
amount of ajoene in other species were too little to be detected. Fresh Allium cepa was shown to have
higher ajoene cont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