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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薑黃素」

「 薑 黃 」 來 源 於 薑 科 薑 黃 屬 植 物 薑 黃
（Curcuma longa L.）的根莖。薑科薑黃
屬植物約60餘種，分佈較廣，盛產於東南
亞和澳大利亞北部。

始載於《唐本草》，後 在 宋 代 唐 慎 微 的
《本草圖經》、明代李時珍的著作及清代
吳其浚的《植物名實圖考》等中國古代醫
藥學著作中都有記載。中醫認為，本品
辛、苦、溫，歸肝、脾經，有活血行氣、
祛風止痛之功，適用於氣滯血淤所致的胸
脅疼痛、經閉腹痛、風寒濕痺。

薑黃素（Curcumin）最早是在1870年從薑
黃中首次分離出來。在東方醫學體系中對
薑黃素的使用有著悠久的歷史，而目前西
方醫學對薑黃素也越來越關注。薑黃素目
前是世界上銷量最大的天然食用色素之
一，是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食品藥品管理
局以及多國核准許使用的天然食品添加劑。

「薑黃素」是中藥薑黃的主要成分，有重
要的經濟價值和廣泛的藥理作用，如抗氧
化、抗炎、抗動脈粥樣硬化、降血脂、抗
病毒、抗感染、抗肝纖維化等。此外，抗
癌是薑黃素的主要藥理活性之一，其抑制
腫瘤的作用，用於治療腫瘤的歷史悠久。
已在許多實驗中得到反覆證實，其具體抗
癌機制已成為近期研究熱點。

1. 對抗卵巢癌細胞毒性的功能 (BDMC is 
more active than DMC or curcumin for 
cytotoxicity against ovarian cancer cells)

2. 最有效的抗癌薑黃素成分 (BDMC exhib-
its the strongest demethylation potency 
and therefore potential anti-cancer action 
compared to other curcuminoids.)

3. 對壓抑乳腺癌細胞作用非常明顯（C1薑黃
素基本上不具壓抑乳腺癌細胞的功效）
(BDMC exhibits a significant inhibition of 
MMP-3 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cells, 
whereas curcumin had no effect

4. 更有效壓抑癌細胞的擴散 (BDMC have 
higher antimetastasis potency than 
curcumin.)

5. 對抗癌細胞生成及癌細胞變異的功能
(BDMC was most active when compared 
with DMC or curcumin for antimutagenic 
and anticarcinogenic activity)

6. 抗腫瘤及抗氧化的功能 (BDMC is more 
active than curcumin or DMC for antitumor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7. 壓抑致癌原的功能 (BDMC is more active 
than curcumin or DMC for suppression of 
carcinogenesis)

8. 有效防止大腸癌的致癌原的生成 (BDMC 
prevents DMH induced colon carcinogen-
esis)

9. 更有效刺激老人癡呆症腦血管細胞 (BDMC 
have the greatest potency for stimulating 
Alzheimer Disease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compared to all other 
natural curcuminoids.)

1 「薑黃」
  成分2 「薑黃素」

  中最有效的
  抗癌成分

3
薑黃素

（含多種類別）

微量元素
（鎂、銅、鋅、

  錳、鐵）

α,β-
薑黃酮

薑烯

芳薑黃烯

芳薑酮

脂肪酸

C3 / BDMC 的比例最少。可是 C3 / BDMC 
的抗癌功效卻是最大的。

C1
 50% - 60%

C2
15% - 17%

C3
0.5% - 1.5%

薑黃素的主要有效成分為

    「薑黃素」(C1 / Curcumin)

    「去甲氧基薑黃素」(C2 / DMC /  

      Demethoxycurcumin) 及

    「雙去甲氧基薑黃素」(C3 / BDMC /    

      Bisdemethoxycurcumin)。
 
簡稱為 C1，C2，及 C3。

1

2

3

雙去甲氧基薑黃素 (C3 / 
BDMC / Bisdeme-
thoxycurcumin)

C3/BDMC 優於C2/DMC
與C1的功能

一般薑黃素的C1:C2:C3的
比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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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改 善 先 天 性 免 疫 症 的 能 力 ( B D M C 
improved innate immunity and transcrip-
tion of MGAT-III and Toll-like receptors in 
AD pts)

11. 更有效調節人體抵抗癌症治療藥物藥
性的功能 (BDMC is more active than 
curcumin for modulation of MDR1 gene)

12. 更有效保護神經線及血管內皮細胞的
功能 (BDMC was more active than 
curcumin or DMC in protecting nerve and 
endothelial cells from beta amyloid-
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13. 減低由尼古丁引起的氧化反應的功能 
(BDMC was more active than curcumin for 
reducing nicotine-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14. 更有效對抗因酗酒引起的氧化反應 
(BDMC is more active than curcumin in 
preventing alcohol and PUFA-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15. 更有效避免肝毒素的積累（在大鼠實
驗）（BDMC is more active than curcumin 
in preventing CCL4-induced hepatotoxic-
ity in rats）

16. 更有效避免因酗酒或酒精導致膽固醇
硬化及其他肝臟問題 (BDMC is more active 
than curcumin in preventing alcohol and 
PUFA-induced cholesterol, TGs, PLs and 
FFA)

17. 更 有 效 刺 激 血 紅 素 加 氧 酶 的 生 成 
(BDMC is more active than DMC or 
curcumin in inducing NRF2-mediated 
induction of heme oxygenase-1)

18. 有效壓抑α-胰澱粉酶，此酵素為治療
二型糖尿病藥物的壓抑對象 (BDMC acts 
as an inhibitor to inactivate human 
pancreatic α-amylase, 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oral hypoglycemic agents in 
type-2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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薑黃素進入細胞後，能增加藥物的靶位點，
調節細胞內的信號轉導，從而調節腫瘤細
胞的基因、酶和蛋白質表達。

4.1 薑黃素進入腫瘤細
胞及其對靶位元點
和信號轉導的作用

雖然薑黃素的抗癌作用早於1985年由印度
學者Kuttan提出，但到1995年有學者發現
其對黑色素瘤細胞肺轉移具有抑制作用後，
薑黃素的抗腫瘤作用才被國內外學者逐漸
重視。到目前為止，關於薑黃素的抗腫瘤
研究報導非常多。

近年來從分子、細胞和組織針對薑黃素抗
癌作用的機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這些研
究發現：薑黃素可在藥物作用的靶位點、
腫瘤細胞的信號傳遞、腫瘤細胞中某些基
因、蛋白質的表達及酶活性、腫瘤細胞的
增殖、凋亡、血管生成、多藥耐藥性等方
面發揮抗癌作用。

「薑黃素」- 
  抗腫瘤與
  抗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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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薑黃素進入腫瘤細胞，完成信號轉導的
作用，即可調節細胞中某些酶活性及蛋白
質、基因的表達。蛋白質是生命活動主要
承擔者，而酶是細胞內各種生化反應的催
化劑。某些酶或其他蛋白質過度表達，會
促進腫瘤細胞快速增殖。薑黃素能夠抑制
某些蛋白質的表達及酶的活性、增加抗氧
化酶活性等。阻止某些蛋白質的轉錄過程
而抑制該蛋白質的表達，進而抑制腫瘤
生長。

4.2 腫瘤細胞攝取薑黃
素起細胞毒效應的
作用

隨著薑黃素劑量的增加，癌細胞攝取薑黃
素顯示出劑量依賴性，從而抑制癌細胞增
殖和促進凋亡。

4.3 薑黃素增加藥物作
用的靶位點, 增加
藥物的抗癌效用

4.4 薑黃素調節腫瘤細
胞的信號傳遞而起
抗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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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薑黃素能夠恢復腫
瘤抑制因子水平而
達到抗癌效果

4.6 薑黃素對腫瘤細胞
和天然殺傷細胞的
作用

4.7 薑黃素促進腫瘤細
胞凋亡

「薑黃素」- 
  治療風濕性
  關節炎及類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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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濕性關節炎是一種慢性全身性炎症，
0.8%世界人口患有此病。治療風濕性關節
炎的主要目標是緩解疼痛、控制炎症、延
緩或防止關節損傷，防止併發症的發生。
 
薑黃消炎的功能一早就被拿來治療關節疼
痛，現今的實驗結果也證實薑黃素的確能
有效抑制關節發炎及活化保護關節軟骨細
胞免遭損傷。
 
研究表明薑黃素是一種人類抗風濕的活性
劑。近期研究亦發現，薑黃素可以抑制關
節軟骨細胞中的信號通路來抑制炎症細胞
因子和基質金屬蛋白的活性，從而對風濕
性關節炎起到一定的療效。
 
根據美國關節炎和風濕病期刊 (Arthritis & 
Rheumatism) 的相關論文，薑黃素具有較
強的抗炎特性，因此，可幫助治療類風濕
性關節炎 ( Rheumato id Ar th r i t i s  )。根據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期刊的研究，薑黃素能減
少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的 指 標 白 介 素
(interleukin(IL)-6)，這表示使用薑黃素有助
預防及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
 
同時，薑黃素已被證明較一般的類風濕性
關節炎藥物有效。印度研究學者將患者分
為二組，第一組每天服用500毫克薑黃素，
第二組每天服用50毫克雙氯芬酸（一種止
痛藥）。結果，只服用薑黃素的一組在止

薑黃素可以抑制腫瘤細胞的增殖、促進腫
瘤細胞的凋亡，逆轉腫瘤細胞的多藥耐藥
性，增強天然殺傷細胞的作用，證實薑黃
素能有效地抑制腫瘤。

腫瘤細胞中有一系列的癌基因過量表達，
其產物可以阻斷腫瘤細胞凋亡，使其對凋
亡誘導因子的敏感性降低，能夠逃逸凋亡
機制，成為「不死」細胞。而薑黃素證實
具有誘導腫瘤細胞凋亡的作用。

4.8 薑黃素抑制腫瘤血
管生成

4.9 薑黃素抗癌症

薑黃素通過抑制腫瘤血管生成而抑制腫瘤
生長，對腫瘤的抑制作用既可始於腫瘤初
始形成階段，又可發生在腫瘤進展期。對
腫瘤初始形成階段的抑制效應與薑黃素的
抗誘變作用有關, 薑黃素通過改變間接致突
變物的代謝活性來抑制致突變物的誘變
作用。
 
另外，薑黃素能提高肝細胞活性，增強肝
臟對誘變劑的解毒能力。薑黃素的抗腫瘤
是近幾年的研究熱點，大量的研究證明，
薑黃素具有很好的抗腫瘤作用，能夠多途
徑、多方向地抑制腫瘤。

正常細胞需要經過許多程序才會變成癌細
胞。目前研究顯示薑黃在許多致癌步驟中
都有抑制的效果。例如初期的感染病原體
和自由基會使細胞發炎和基因突變，屬於
多酚化合物的薑黃素能夠去除自由基，以
降低細胞癌化的機率。
 
另外薑黃素也能抑制導致發炎和癌細胞壞
死因子，甚至能調控傳遞癌細胞生長的訊
息因數，增強細胞間通訊傳遞，使細胞協
調生長。並防止癌細胞繼續增殖，誘使其
進入分化，層層阻斷癌細胞的發生。臨床
研究證明薑黃素能夠有效地預防和治療
癌症。
 
研究發現薑黃素能夠抑制白血病、淋巴癌、
胃腸癌、泌尿生殖器癌、乳腺癌、卵巢癌、
頭與頸鱗狀上皮細胞癌、肺癌、黑色素
瘤、肉瘤等，這充分顯示薑黃素的多靶位
點作用。

痛和關節腫脹等方面的改善最明顯，比只
吃藥的一組效果好得多。研究還發現薑黃
素很安全，沒有任何不良反應。

「薑黃素」- 
  治療1型及
  2型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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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型糖尿病是一種由於胰腺β細胞被破壞而
導致胰島素缺乏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佔各
類糖尿病患病的5%－10%。1型糖尿病患
者同時也易引發格雷夫斯病、艾迪生病、
重症肌無力和白癜風等其他的自身免疫性
疾病。儘管合理的規劃飲食和注射胰島素
能夠控制糖尿病患者的病情，但更需要尋
找治療糖尿病的新方法。

研究證實薑黃素能夠降低糖尿病人的血糖
濃度，同時也能抑制如腎性損傷、創傷癒
合和白內障。胰島β細胞易遭受氧自由基
的損壞，而薑黃素能夠保護胰島β細胞免
受活性氧介導的損壞，通過抗自由基和降
低血糖來治療糖尿病。結果已經證明了薑
黃素可開發成為治療1型糖尿病的新藥。

２型糖尿病的主因是脂肪組織、肝臟、胰
島組織（特別是胰島β細胞）發炎及氧化
損傷的結果（多因肥胖）。薑黃素的抗炎和
抗氧化特性，可以預防及治療2型糖尿病。
同時，薑黃素可以改善細胞對胰島素的敏
感度，並減輕胰島細胞損傷及糾正糖代謝
的紊亂，從而發揮改善糖尿病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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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薑黃素」- 
  預防及治療
  帕金森病

8

「薑黃素」-  
  預防阿茲海
  默症（老人
  癡呆症）

7
阿茲海默症肇因於β類澱粉蛋白沉積在腦
神經處突的間隙中，使腦神經的傳導訊息
能力受阻。薑黃素具有抗氧化和抑制發炎
的功效，因此能阻礙β類澱粉的蛋白質聚
合，防止因澱粉質沉澱而生的老年癡呆症。

帕金森症 (Parkinson’s Disease, PD) 是一
種中樞神經系統的退化性疾病，以灰質部
位的「多巴胺能神經元」變異或壞死為主
要病理特徵。薑黃素近年在醫學界廣泛被

利用作治療帕金森病的一種「天然藥物」。
薑黃素通過減少TNF-α的產生，抑制星型
膠質細胞的活性，最終起到了保護「多巴
胺能神經元」的作用。

「薑黃素」- 
  治療心血管
  疾病

9
薑黃素能夠減少脂質過氧化的發生，特別
針對心血管的頭號對手－「低密度脂肪蛋
白」更是有抑制生成的效果，總括而言，
薑黃素是一個十分有效的抗氧化物。

「薑黃素」- 降血脂

10
薑黃醇提取物、揮發油及薑黃素都有降血
漿總膽固醇、β-脂蛋白和甘油三酯的作用。
並能使主動脈中膽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
降低，其中薑黃醇提取物及薑黃素的作用
最強。薑黃醇提取物對治療動脈粥樣硬化
症同樣有效。

薑黃醇提取物及薑黃素對血小板聚集功能
有抑制作用，薑黃素還有增加纖溶活性的
作用。還有實驗表明，去氧基薑黃素及雙
去甲氧基薑黃素也是抗凝有效成分。且薑
黃素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可能與調節二十
烷類的生物合成有關。

「薑黃素」- 
  抗凝血11

機體每時每刻都產生自由基，一般情況下，
自由基的產生是人體必須的，它具有調節
細胞生長和細胞間的信號傳遞、抑制細菌
和病毒等有益作用。但如果體內自由基累
積過多時，對細胞具有毒性，引起代謝障
礙，能夠損壞DNA或阻礙DNA修複。自由基
對引起癌症、炎症、動脈粥樣硬化、神經
變異疾病和衰老等多種慢性病都有密切
關係。

薑黃素類為抗氧化有效成分，能清除氧自
由基而發揮抗氧化功能。薑黃的抗氧化活
性與其中含有的一種熱穩定蛋白－抗氧化
蛋白有關。研究發現，薑黃素可提高心肌
耐缺氧能力，對心肌的缺血性損傷具有一
定的保護作用。

「薑黃素」- 
  抗氧化（抗自由基）

12

此外，其穩定細胞膜，提高超氧化物歧化
酶（SOD）活性等也起一定作用。

薑黃素是含有許多功能基團的獨特的抗氧
化劑，薑黃素在體內外可以直接清除自由
基。鑒於現代醫學研究發現人體眾多疾病
的發生與自由基形成、炎症反應的參與有
關，薑黃素抗氧化活性和抗炎作用已引起
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亦因為其所具有
的化學預防特性，薑黃素對疾病具有廣泛
的預防特性。

研究發現薑黃素可抑制輻射引起的肝微粒
體脂質過氧化反應，通過超離心與微粒體
合併，其抑制脂質過氧化反應的能力具有
時間和濃度依賴性。研究亦發現，薑黃素
能顯著抑制肝纖維化。薑黃素通過抑制脂
質過氧化反應發揮其抗細胞毒的作用。薑
黃素作為細胞膜抗氧化劑，能保護地中海
貧血紅細胞由於鐵刺激而引起的損傷。

12.1. 對過氧化脂質的
抑制作用

研究表明薑黃素具有抗亞硝酸誘導氧化血
紅蛋白的作用，保護血紅蛋白不被氧化成
為高鐵血紅蛋白。實驗結果顯示，薑黃素
酚羥基乙醯化後抗氧化活性明顯減弱，證
實薑黃素是通過除去過氧化物、二氧化氮
而發揮抗氧化作用。

研究發現，薑黃素能抑制激活巨噬細胞一
氧化氮合成酶的活性，經薑黃素處理後檢

12.2. 抑制亞硝酸鹽誘
導的氧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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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培養液上清液中亞硝酸鹽含量，結果顯
示，薑黃素能抑制一氧化氮的產生，具有
清除過氧亞硝基陰離子的作用。

研究證實薑黃素具有保護DNA免受過氧化
損傷的作用。黃嘌呤氧化酶催化反應，進
而氧化脂質和核苷酸，引起基因突變產生
致癌作用。而薑黃素能抑制黃嘌呤氧化酶
系統產生的超氧陰離子過程，說明薑黃素
具有抗氧化和抗誘變的作用。

薑黃素通過抗過氧化脂質達到保護生物膜
的作用，而其抗過氧化脂質的主要機制是
清除自由基。有研究報導，酚羥基有很強
的去除自由基的能力，這種能力在甲氧基
的存在下顯得越發明顯，而薑黃素的分子
結構正好符合這種特性，因此具有較強清
除自由基的能力。

研究薑黃素對角質化細胞的保護作用，實
驗觀察到薑黃素可使細胞的存活率增加，
且無細胞毒作用。還發現薑黃素類化合物
可減少超氧化物的形成，降低過氧化氫濃
度而對角質化細胞起到保護作用。

在炎症中，薑黃素在體內能起到很好的防
護作用。炎症發生時薑黃素能夠產生活性
氧簇酶類的活性，如脂肪氧化酶、環氧化
酶、黃嘌呤脫氫酶和誘導型一氧化氮合酶。
薑黃素能夠抑制巨噬細胞中脂多糖和干擾
氮氧化物的產生，蛋白質激酶的活性和成
纖維細胞中的基因的表達。例如薑黃素能
抑制皮膚炎症。

薑黃素的抗炎作用是通過抑制主要炎症介
質如環氧合酶、脂肪氧化酶、腫瘤壞死因
數、干擾素等而發揮效應。鑒於薑黃素的
抗炎特性，可以用於治療各種因炎症而引
起的疾病，近年來其在自身免疫性疾病方
面的治療研究頗受關注。

炎症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是由細胞感染和/
或組織損傷引發的，產生的一系列的連鎖
反應最終導致某些慢性疾病快速發展。鑒
於炎症在大多數慢性疾病中起著重要的作
用，所以需要抗炎藥物來預防。

儘管一些不同的甾類和非甾體抗炎藥（如
塞米考昔、阿斯匹林、布洛芬、保泰松等）
可以用來治療炎症性疾病，但它們大多數
都具有副作用。研究發現，薑黃素的抗炎
活性可比擬甾體藥物和非甾體類的藥物而
且是安全的 。
 
薑黃素目前是世界上銷量最大的天然食用
色素之一，具有顯著的抗炎和抗氧化作用。
數十年來，薑黃素在治療炎症介導的疾病，
如腫瘤、動脈粥樣硬化、糖尿病、類風濕
性關節炎等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顯示
的抗炎作用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12.3. 對氧化損傷DNA
的保護作用

12.4.  抗自由基作用 

「薑黃素」的醫療及保健  
 價值

薑黃揮發油具有明顯的祛痰、止咳及預防
哮喘發作的作用，使用薑黃素治療對痰多
咳嗽有良好功效。

急性肺損傷是臨床上常見的以嚴重的肺彌
散功能障礙為特徵的危重症，表現為炎性
細胞的浸潤、過氧化物的釋放、內皮細胞
的損傷和大量促炎因子的產生等。近年來
多項研究發現薑黃素可有效緩解能緩解多
種因素導致的急性肺損傷。

「薑黃素」- 治療
  呼吸道疾病　

14
炎症性腸道疾病以腸道克隆病和潰瘍型大
腸炎最為典型。研究發現一些細胞因數如
腫瘤壞死因數中具有正向調節，並且起著
放大和永久性損傷的作用。這些炎症細胞
因子的正向調節作用，為白細胞內流提供
連續信號。

臨床上使用皮質類固醇和單克隆抗體等免
疫抑制劑治療，但是這些藥物價格昂貴且
療效並非特別明顯，並產生副作用。

近期研究發現薑黃素對炎症性腸道疾病療
效顯著，薑黃素的抗炎作用在於其能夠抑
制過氧化物酶的活性，也發現了薑黃素能
夠減輕病人的炎症性腸道疾病臨床症狀。
因此選擇薑黃素治療是一種更加有效的治
療方法。 

「薑黃素」- 治療
  炎症性腸道疾病

15
「薑黃素」- 抗炎、
  消炎；治療自身
  免疫性疾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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