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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非治疗目的的美白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小构树醇M投予一个所需个体，并于将

小构树醇M投予该所需个体60～720分钟之后，继续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投予该

所需个体，以抑制该所需个体的黑色素生成现象。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非治疗目的的美白方法，其特征在于，以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

抹0.01～0.04毫克的剂量将小构树醇M投予该所需个体。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非治疗目的的美白方法，其特征在于，以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

抹0.07～0.10毫克的剂量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投予该所需个体。

4.一种非治疗目的的美白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小构树醇M投予一个所需个体，并于将

小构树醇M投予该所需个体3～720分钟之前，先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投予该所需

个体，以抑制该所需个体的黑色素生成现象。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非治疗目的的美白方法，其特征在于，以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

抹0.01～0.04毫克的剂量将小构树醇M投予该所需个体。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非治疗目的的美白方法，其特征在于，以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

抹0.07～0.10毫克的剂量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投予该所需个体。

7.一种非治疗目的的美白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小构树醇M及7,4’-二羟基-3’-甲氧基

黄烷以1：120的摩尔比混合为一个美白组合物后，将该美白组合物投予该所需个体，以抑制

该所需个体的黑色素生成现象。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非治疗目的的美白方法，其特征在于，以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

抹0.10～0.20毫克的剂量将该美白组合物投予该所需个体。

9.一种非治疗目的的美白方法，其特征在于，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投予一个

所需个体，以抑制该所需个体的黑色素生成现象；其中，以每天1～2次，每次每平方公分肌

肤涂抹0.07～0.15毫克的剂量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投予该所需个体。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非治疗目的的美白方法，其特征在于，以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

涂抹0.08～0.10毫克的剂量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投予该所需个体。

11.一种包含黄烷类化合物的美白组合物，其包含：小构树醇M及7,4’-二羟基-3’-甲氧

基黄烷，小构树醇M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摩尔比为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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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烷类化合物用途及包含小构树醇M、7,4’-二羟基-3’-甲氧

基黄烷的美白组合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关于一种小构树醇M的用途，特别关于一种小构树醇M用以制备美白制剂

的用途；本发明另关于小构树醇N的用途、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用途，以及包含小

构树醇M、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美白组合物。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售药品及化妆品中，多以添加曲酸(kojic  acid)、熊果素(arbutin)、杜鹃

花醇(rhododendrol)等能够抑制黑色素生成，或具有促进已形成黑色素的淡化的成分，以

达到维持肌肤白晰的效果；但是，曲酸对光、热敏感，且长期使用会提高癌症发生率；熊果素

可能会于人体中代谢成为具有基因毒性的苯二酚；杜鹃花醇则可能导致化学性白化症

(chemical  keukoderma)的发生，由于前述的活性成分均具有使用安全上的疑虑，故仍应提

供能够维持肌肤白晰的新的活性成分，以提供使用者更多样的选择。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小构树醇M的用途，将小构树醇M用以制备美白制剂者。

[0004] 本发明另提供一种小构树醇N的用途，将小构树醇N用以制备美白制剂。

[0005] 本发明更提供一种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用途，将7,4’-二羟基-3’-甲氧

基黄烷用以制备美白制剂。

[0006] 本发明亦提供一种包含小构树醇M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美白组合物。

[0007] 本发明所述的小构树醇M的用途，用以制备美白制剂，其中，将小构树醇M投予一所

需个体，以抑制该所需个体的黑色素生成现象。

[0008] 本发明所述的小构树醇M的用途，其中，以每天1～2次，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抹

0.01～0.05毫克的剂量将小构树醇M投予该所需个体，较佳能够以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

抹0.02～0.05毫克的剂量将小构树醇M投予该所需个体。

[0009] 本发明所述的小构树醇M的用途，其中，将小构树醇M投予该所需个体60～720分钟

之后，续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投予该所需个体，较佳能够以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

涂抹0.01～0.04毫克的剂量将小构树醇M投予该所需个体，并以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抹

0.07～0.10毫克的剂量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投予该所需个体。

[0010] 本发明所述的小构树醇M的用途，将小构树醇M投予该所需个体3～720分钟之前，

先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投予该所需个体，较佳能够以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抹

0.01～0.04毫克的剂量将小构树醇M投予该所需个体，并以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抹0.07

～0.10毫克的剂量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投予该所需个体。

[0011] 本发明所述的小构树醇M的用途，将小构树醇M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以

1：120的摩尔比混合为一美白组合物后，将该美白组合物投予该所需个体，较佳能够以每次

每平方公分肌肤涂抹0.10～0.20毫克的剂量将该美白组合物投予该所需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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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发明所述的小构树醇N的用途，用以制备美白制剂，其中，将小构树醇N系投予一

所需个体，以抑制该所需个体的黑色素生成现象。

[0013] 本发明所述的小构树醇N的用途，以每天1～2次，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抹0.01～

0.05毫克的剂量将小构树醇N投予该所需个体，较佳能够以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抹0.02

～0.05毫克的剂量将小构树醇N投予该所需个体。

[0014] 本发明所述的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用途，用以制备美白制剂，其中，将

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投予一所需个体，以抑制该所需个体的黑色素生成现象。

[0015] 本发明所述的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用途，以每天1～2次，每次每平方公

分肌肤涂抹0.07～0.15毫克的剂量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投予该所需个体，较佳

能够以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抹0.08～0.10毫克的剂量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投

予该所需个体。

[0016] 本发明所述的包含黄烷类化合物的美白组合物，其包含：小构树醇M及7,4’-二羟

基-3’-甲氧基黄烷，小构树醇M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摩尔比为1：120。

[0017] 本发明的小构树醇M、小构树醇N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借助抑制酪胺酸

酶的活性，进而抑制黑色素生成现象，因而可以作为制备美白制剂的活性成分，为本发明的

功效。

[0018] 本发明的美白组合物以小构树醇M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作为活性成分，

借助小构树醇M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协同作用，使该美白组合物具有加乘的美

白效果，达成提升美白效能的功效。

附图说明

[0019] 图1a为小构树醇M的化学结构式。

[0020] 图1b为小构树醇N的化学结构式。

[0021] 图1c为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化学结构式。

[0022] 图2为证实小构树醇M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均可以抑制酪胺酸酶活性，

且包含小构树醇M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美白组合物具有更佳的抑制酪胺酸酶

活性的能力。

[0023] 图3a为证实小构树醇M能够降低细胞中的黑色素含量。

[0024] 图3b为证实小构树醇N能够降低细胞中的黑色素含量。

[0025] 图3c为证实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能够降低细胞中的黑色素含量。

[0026] 图4为证实依序使用低浓度之小构树醇M及低浓度之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

亦足以细胞中的降低黑色素含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让本发明之上述及其他目的、特征及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本发明的较

佳实施例，并配合所附图式，作详细说明如下：

[0028] 本发明所述的「制剂」是指将一活性成分加工调制，制成特定剂型，且包含一定剂

量的药品及化妆品；而本发明所述的「美白制剂」则具有改善使用者肤色，维持使用者的肌

肤白晰等活性，此为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可以理解，于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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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本发明所述的「小构树醇M」是具有如图1a所示的化学结构式，其IUPAC名称为4-

(3-(8-hydroxy-2 ,2-dimethyl-5-(3-methylbut-2-enyl)-2H-chromen-6-yl)propyl)

benzene-1,3-diol，本发明所述之「小构树醇N」系具有如图1b所示的化学结构式，其IUPAC

名称为6-(3-(4-hydroxy-2-methoxyphenyl)propyl)-2,2-dimethyl-5-(3-methylbut-2-

enyl) -2H-chromen-8-ol，其可以为化学合成的化合物，亦可以为萃取自小构树

(Broussonetia  kazinoki  Sieb.)等植物之天然化合物，于此不加以限制；又，本发明所述

之「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系具有如图1c所示之化学结构式，其IUPAC名称为(S)-2-

(4-hydroxy-3-methoxyphenyl)chroman-7-ol，其可以为化学合成的化合物，或者为萃取自

构树(Broussonetia  papyrifera)、龙血树(Dracaena  cinnabari)、红光树属(Knema 

austrosiamensis、Iryanthera  grandis)、羊蹄甲属(Bauhinia  manca)、玉帘属

(Zephyranthes  flava)等植物之天然化合物，于此不加以限制。

[0030] 本发明所述的小构树醇M、小构树醇N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均可以投予

一所需个体，以抑制酪胺酸酶的活性，进而抑制黑色素生成现象。举例而言，本发明的小构

树醇M、小构树醇N能够以每天1～2次，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抹0.01～0.05毫克的剂量投

予该所需个体，较佳系能够以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抹0.02～0.05毫克之剂量投予该所需

个体，而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则能够以每天1～2次，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抹0.07

～0.15毫克的剂量投予该所需个体，较佳是能够以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抹0.08～0.10毫

克的剂量投予该所需个体。

[0031] 本发明所述的小构树醇M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亦可以选择共同使用，以

借助二种活性成分的协同作用，而提升美白的效能。举例而言，可以将小构树醇M投予该所

需个体60～720分钟之后，续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投予该所需个体，或者能够将

小构树醇M投予该所需个体3～720分钟之前，先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投予该所需

个体，此时，小构树醇M能够以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抹0.01～0.04毫克的剂量将投予该所

需个体，而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则能够以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抹0.07～0.10毫

克的剂量将投予该所需个体。再者，为了提升使用便利度，更可以选择将小构树醇M及7,4’-

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以1：120之摩尔比混合为一美白组合物后，将该美白组合物投予该

所需个体，此时较佳能够以每次每平方公分肌肤涂抹0.10～0.20毫克的剂量将该美白组合

物投予该所需个体，如此使用者能够以涂抹该美白组合物的单一步骤，即可以使肌肤维持

白晰透亮。

[0032] 为证实本发明所述的小构树醇M、小构树醇N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确实

可以抑制酪胺酸酶的活性，抑制黑色素生成现象，进而可以应用于制备美白制剂，遂进行以

下试验：

[0033] (A)对酪胺酸酶活性的影响

[0034] 请参照第1表所示，本试验以小构树醇M、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以及包含

小构树醇M、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美白组合物作为待测物，将各组的待测物混合

酪胺酸，续加入酪胺酸酶进行共培养，使酪胺酸酶代谢酪胺酸，续测量于490nm的吸光值，以

换算各组的酪胺酸代谢产物的含量，并以各组的酪胺酸代谢产物的含量降低程度换算出各

组的酪胺酸酶抑制率；其中，第A1、A5组的待测物为不同浓度的小构树醇M，第A9～A11组的

待测物则为不同浓度的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其余的第A2～A4、A6～A8组的待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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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不同比例混合小构树醇M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美白组合物。

[0035] 第1表、本试验各组待侧物及测试浓度。

[0036]

[0037]

[0038] 请参照图2所示，仅处理小构树醇M的第A1、A5组及仅处理7,4’-二羟基-3’-甲氧基

黄烷的第A9～A11组均具有酪胺酸酶抑制活性，证实本发明所述的小构树醇M及7,4’-二羟

基-3’-甲氧基黄烷确实可以抑制酪胺酸酶的活性。又，本试验各组中，以混合小构树醇M(2μ

M)、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240μM)的第A8组的酪胺酸酶抑制效果最佳，且相较于相

同浓度的小构树醇M(第A5组)、相同浓度的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第A11组)均具有

显著差异，亦证实以1：120的摩尔比混合小构树醇M、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具有加乘

的美白效果。

[0039] (B)对黑色素含量的影响

[0040] 本试验以B16-F10黑色素瘤细胞株进行试验，先以α-促黑激素(α-melanocyte-

stimulating  hormone，简称α-MSH)诱导前述细胞合成黑色素，使细胞中的黑色素含量增

加，并于α-促黑激素诱导24小时后，分别加入以如第2表所示的不同浓度的小构树醇M(第B1

～B5组)，续于48小时后收下细胞，并以氢氧化钠将细胞中的黑色素溶出，最终测量于405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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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光值，以换算各组的黑色素含量，本试验另以已知能够降低细胞的黑色素含量的熊果

酸作为对照组(第B6组)。

[0041] 第2表、本试验各组处理条件。

[0042]

组别 处理条件

第B0组 无(仅以α-MSH进行诱导)

第B1组 小构树醇M(20μM)

第B2组 小构树醇M(10μM)

第B3组 小构树醇M(5μM)

第B4组 小构树醇M(1μM)

第B5组 小构树醇M(0.5μM)

第B6组 熊果酸(500μM)

[0043] 请参照图3a所示，处理浓度为20μM的第B1组及处理浓度为10μM的第B2组均可以显

著地降低细胞中的黑色素含量(第B1组：p＜0.01；第B2组：p＜0.05)，证实本发明所述的小

构树醇M确实可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现象。

[0044] 续测试如第3表所示的不同浓度的小构树醇N(第C1～C5组)对于细胞中的黑色素

含量的影响，同样以熊果酸作为对照组(第C6组)。

[0045] 第3表、本试验各组处理条件。

[0046]

[0047]

[0048] 请参照图3b所示，处理浓度为20μM之第C1组、处理浓度为10μM之第C2组及处理浓

度为5μM之第C3组均可以显著地降低细胞中之黑色素含量(第C1、C2组：p＜0.01；第C3组：p

＜0.05)，证实本发明所述之小构树醇N确实可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现象。

[0049] 另测试如第4表所示的不同浓度的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第D1～D6组)对

于细胞中之黑色素含量的影响。

[0050] 第4表、本试验各组处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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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组别 处理条件

第D0组 无(仅以α-MSH进行诱导)

第D1组 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100μM)

第D2组 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50μM)

第D3组 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20μM)

第D4组 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10μM)

第D5组 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5μM)

[0052] 请参照图3c所示，处理浓度为100μM的第D1组可以显著地降低细胞中的黑色素含

量(第D1组：p＜0.05)，证实本发明所述的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确实可以抑制黑色

素的生成现象。

[0053] (C)小构树醇M与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协同作用

[0054] 为证实本发明所述的小构树醇M与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具有协同作用，因

而具有加乘的美白效果，本试验选用低浓度的小构树醇M(5μM)与7,4’-二羟基-3’-甲氧基

黄烷(50μM)进行试验；值得注意的是，于图3a、3b中，浓度为5μM的小构树醇M、浓度为50μM之

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均无法显著地降低细胞中的黑色素含量。

[0055] 请参照第5表所示，以仅处理小构树醇M、仅处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或共

同处理小构树醇M与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第E1～E3组作为控制组，观察先处理小

构树醇M之后，再处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第E4～E7组，以及先处理7,4’-二羟

基-3’-甲氧基黄烷之后，再处理小构树醇M的第E8～E11组的黑色素含量。

[0056] 第5表、本试验各组处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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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0058] 请参照图4所示，相较于未处理小构树醇M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第E0

组，仅处理小构树醇M的第E1组、仅处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第E2组，或同时处理

小构树醇M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第E3组均无显著降低细胞中的黑色素含量的

效果；又，相较于未处理小构树醇M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第E0组，无论是先处理

小构树醇M，再处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第E5～E7组，或是先处理7,4’-二羟基-

3’-甲氧基黄烷，再处理小构树醇M的第E8～E11组均可以显著地降低细胞中的黑色素含量

(如图4的a标记所示)，其中，又以先处理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180分钟后再处理小

构树醇M的第E10组效果最佳，且相较于同时处理小构树醇M与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

的第E4组亦能够显著地降低细胞中的黑色素含量(如图4的b标记所示)。

[0059] 综合上述，本发明的小构树醇M、小构树醇N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借助抑

制酪胺酸酶的活性，进而抑制黑色素生成现象，因而可以作为制备美白制剂的活性成分，为

本发明的功效。

[0060] 此外，本发明的美白组合物是以小构树醇M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作为活

性成分，借助小构树醇M及7,4’-二羟基-3’-甲氧基黄烷的协同作用，使该美白组合物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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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乘的美白效果，达成提升美白效能的功效。

[0061]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不得以此限定本发明实施的保护范围，因此凡参

考本发明的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简单等效变化与修饰，仍属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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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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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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