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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患子皂素之萃取及洗潔相關產品研發計畫

(1)中文摘要：

無患子皂苷含有 37%是 100%的純天然之界面活性劑,內含 Soapberry

Saponins 的成分,無患子皂苷具清潔、殺菌潔膚等生物活性相關產品之最佳原

物料。根據工研院之資料，2004 年化妝保養品的產值為新台幣 174 億元，如

能將無患子開發為多元化之產品，若能佔市場 10%其產值約達 17.4 億元，根

據文獻報告顯示無患子皂苷應具有相當研究價值，所以應予以探討其生物活

性或開發相關產品。因此本研究進行無患子皂素之萃取方法及洗潔產品之配

製，及黃柏及紫草天然植物色素之萃取及應用已可達產業化之應用。

(2)前言

無患子原產亞洲，台灣、日本、中國大陸與印度等國家皆可見無患子的

蹤跡，無患子為生活力甚強的鄉土樹種，族群數量繁多，卻少見形成獨佔優

勢的群生純林。無患子為台灣一種原生樹種，無患子科學名為 Sapindus

mukorossii Gaertn ,英名為 Soapnut tree, Chinese soap berry。俗名南

部稱為黃目子，中部為磨麾子，北部為木羅子，遍及台灣海拔中低海拔山區

樹種，為亞熱帶及溫帶植物(陳玉峰，1996)。無患子屬於無患子科

(Sapindaceae)無患子屬(Sapindus)。無患子屬的範圍較小，此屬植物已知

有文獻記載的共有 13種，其植物體都含有皂苷(Saponin)。無患子果實種皮

均富含皂苷素質，其化學成分含無患子皂苷素(Sapindoside A, B, C, D, E)。

早年的台灣不論平地或山區，遍地都是無患樹，民眾撿拾其果實，搗碎後當

成肥皂使用，但合成清潔劑問世後，無患子便乏人問津，過度使用合成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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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卻造成危害環境生態的問題。現代的人深感化工界面活性之使用泛濫及造

成之後遺症，96年環保署已規定壬基苯酚之使用限量及使用範圍，而天然界

面活性劑如-無患子，將果實搗碎、搓揉產生泡沬後，當洗頭、洗衣的洗劑，

具有天然洗淨及不對環境造成負擔之優點。

(3)研發理念 (或創作理念)

目前市售之化工香皂，洗潔精，清潔劑等合成洗劑隨著水流，嚴重污染

河川、溪湖與土地。根據報告台灣每年非離子型界面活性劑使用量為四萬六千

公噸，只比日本少二千公噸，但日本人口是台灣的五．五倍，可見台灣居民對

清潔劑的使用過於氾濫。因此長期以來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生態的破壞及

危害消費大眾健康等副作用。因石化界面活性劑中有一類含壬基苯酚，是一種

「環境賀爾蒙」，當它流入水中，污染河川、海洋，不僅會讓魚貝變異形成雌

雄同體，水鳥吃下這種魚蝦類，竟也同性共巢，這種現象導致生物繁殖率銳減

或生物個體畸形，生態平衡為之失調。合成界面活性劑以種種形式侵入人體，

殘留在口腔裡、食物上，甚至透由肌膚進入體內。它不但造成富貴手等異位性

皮膚炎，有的洗髮配方甚至可能會引發頭皮屑或頭皮發癢、掉髮等現象。另外

這些合成洗劑殘留在皮膚上會溶解皮脂膜，侵入人體，可能會造成皮膚或肝腎

的病變。這些物質隨著食物鏈最後也進入人體，累積在人體脂肪，干擾體內賀

爾蒙，影響國民健康甚鉅，而無患子為天然植物性界面活性劑，在生態環境中

會自然分解，不致於對其他生物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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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理基礎

在植物界分佈很廣，許多中藥例如人參、川七、知母、遠志、甘草、桔

梗、柴胡及無患子等都含有皂苷；中國從前用皂莢洗衣服，就是由於其中含有

皂苷類化合物。皂苷由皂苷配基與糖、糖醛酸或其他有機酸組成。組成皂苷的

糖常見的有 D-葡萄糖、L-鼠李糖、D-半乳糖、L-阿拉伯糖、L-木糖。常見的糖

醛酸有葡萄糖醛酸、半乳糖醛酸，這些糖或糖醛酸往往先結合成低聚糖糖鏈，

然後與皂苷配基分子中 C3─OH 相縮合，或由兩個糖鏈分別與皂苷配基分子中

兩個不同位置上的 OH相縮合，皂苷配基分子中的─COOH 也可能與糖連接，形

成酯苷鍵。皂苷按皂苷配基的結構分為兩類：甾族皂苷。其皂苷配基是螺甾烷

的衍生物，多由 27個碳原子所組成（如薯蕷皂苷）。這類皂苷多存在于百合

科和薯蕷科植物中。三萜皂苷。其皂苷配基是三萜（見萜）的衍生物，大多由

30 個碳原子組成。三萜皂苷分為四環三萜和五環三萜。這類皂苷多存在於五加

科和傘形科等植物中。多數皂苷能降低液體（水）的表面張力，具有起泡沫性

質和乳化劑作用，能用作清潔劑，還有溶血和毒魚的作用。無患果的果肉因含

有豐富的天然植物皂素，故可以直接當作肥皂使用，它也是一種極重要的藥用

植物，可做為天然的植物性界面活性劑、乳化劑、濡濕劑兼發泡劑。無患子果

皮萃取出的皂苷（saponin）能形成水溶液或膠固體水溶液於空氣混和後並能

形成泡沫狀皂性的多環糖植物糖苷。是由皂苷元和糖、糖醛酸或其他有機酸組

成的。根據已知皂苷元的分子結構，可以將皂苷分為兩大類，一類為甾體皂苷，

另一類為三萜皂苷。皂苷多為白色或乳白色無定形粉末，少數為晶體，味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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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辣，對黏膜有刺激性。皂苷一般可溶于水、甲醇和稀乙醇，易溶於熱水、熱

甲醇及熱乙醇，不溶於乙醚、氯仿及苯。皂苷是很強的表面活性劑，即使高度

稀釋也能形成皂液。皂苷對心臟有刺激作用；又是很強的溶血劑。一類較複雜

的苷類化合物，與水混合振搖時可生成持久性的似肥皂泡沫狀物。

(5)研究主題內容

無患子萃取物之皂素是 100%的純天然皂苷,可供卸妝與淨膚之用.根據

工研院之資料，我國自 1999~2004 年化妝保養品產值約在 155 億元上下，2004

年化妝保養品的產值為新台幣 174 億元，如能將無患子開發為多元化之產品，

若能佔市場 10%其產值約達 17.4 億元，然而市售之化妝品，或稱具無患子皂

苷成分的商品，生物活性尚不很明確，根據其他植物的皂苷活性顯示，無患

子皂苷應具有相當研究價值，所以應予以探討其生物活性來應證或開發相關

產品。因此本研究進行無患子皂素之萃取方法比較及洗潔產品之配製，及黃

柏及紫草天然植物色素之萃取及應用

(6)研究方法

A.無患子果實皂素之萃取及產品化:

以乾燥機(100KG，型號)烘乾 4~5 小時，在經剝殼機剝殼去除種子，將無患子

種皮與水以 1:4 混合，溫度維持 70℃左右，經 12 小時浸漬後，攪拌搖碎溶離

出無患子皂素經過濾後保存在 4℃為試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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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無患子果實皂素之產品化:

(1) 無患子沐浴乳之調配:

(2)無患子洗髮精之調配:

依一定比例，起泡劑 5%、甜菜鹼 5%、雙十二皖基醚硫酸鈉鹽 12%、陽離子聚合

物 5%、甘油 5%、增稠劑 2%、維他命 B30.5%、丙二醇 2%、保存劑 0.1%、檸檬酸

3%、無患子萃取液 8%、香精油 1%及純水 30%

(3)草本黃柏及紫草之粗萃取及應用:

首先將黃柏及紫草取 100 克粉碎後加乙醇 400ml 於攪拌台上攪拌 4 小時後,以

真空幫浦過濾去除雜質，過濾液再經低溫高壓濃縮機濃縮萃取 3 次，作為黃柏

及紫草之原料準備液。

(7)研究結果

(1)依上述比例調製為無患子沐浴乳成品，試用結果良好。

(2) 依上述比例調製為無患子洗髮精成品，試用結果良好。

(3) 黃柏及紫草沐浴精之製造:將 4-5m l之黃柏及紫草之濃縮液加入 500m l之混

合液含有甜菜鹼、雙十二皖基醚硫酸鈉鹽、丙三醇、桂酸、氯化鈉、琥珀璜

酸鈉、檸檬酸、丙二醇、保存劑、玫瑰精油及純水，試用結果良好。

依一定比例，純水 32%、起泡劑 5%、甜菜鹼 5%、雙十二皖基醚硫酸鈉鹽 15%、甘

油 5%、增稠劑 2%、丙二醇 2%、保存劑 0.1%、檸檬酸 3%、無患子萃取液 8%、香

精油 1%、Vit E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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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黃柏及紫草洗髮乳之製造:將 4-5ml之黃柏及紫草之濃縮液加入 500ml之混

合液含有甜菜鹼、乳酸、維他命 B5、氯化鈉、絲蛋白、檸檬酸、丙二醇、保存

劑、玫瑰精油及純水，試用結果良好。

2004年我國界面活劑產值為新台幣200.7億元如果無患子可取代界面活性劑市

場佔有率約1%大約可創造出2億的產值。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統計；中華民國工業生產統計月報；工研院IEK-IT IS 計畫整理)

我國1997~2004年界面活性劑銷售量變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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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1999~2004年化妝保養品產值約在155億元上下，2004年化妝保養

品的產值為新台幣174億元，如將無患子產品多元化開發約佔市場1%其

產值約1.74億元

(資料來源：國內銷產銷存資料庫；工研院IEK-IT IS計畫整理)

無患子萃取物之皂素是 100%的純天然皂苷,可供卸妝與淨膚之用.根據

工研院之資料，2004 年化妝保養品的產值為新台幣 174 億元，如能將無患子

開發為多元化之產品，若能佔市場 10%其產值約達 17.4 億元，根據其他植物

的皂苷活性顯示，無患子皂苷應具有相當研究價值，所以應予以探討其生物

活性來應證或開發相關產品。因此本研究進行無患子皂素之萃取方法及洗潔

產品之配製，及黃柏及紫草天然植物色素之萃取及應用已可達產業化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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