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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不易形成體脂肪 
保健功效之伴侶動物 
保健品研發

隨著生活形態與社會結構的改變，人類飼養犬

貓已從早期的狩獵護衛等功能，演變為生活陪伴，

並為飼主帶來舒壓的效果。然而，隨著飲食精緻

化，肥胖犬貓的數量急驟增加，全美有近 3分之 1

的犬貓於臨床上被認定有肥胖症 (obesity)；若將未

被獸醫師診斷之犬貓亦計算在內，推估將近 50%之

犬貓患有肥胖症。肥胖症影響伴侶動物之生活品質

與健康，並可能縮短壽命，以及引起退化性關節炎、

十字韌帶撕裂傷、糖尿病、椎間盤疾病與甲狀腺功

能減退等。本文針對犬貓之肥胖症及其相關疾病、

具有不易形成體脂肪保健功效之健康食品，以及具

有潛力開發為伴侶動物不易形成體脂肪保健功效之

中草藥進行介紹。

犬貓之肥胖症

肥胖症係指動物體內累積過多脂肪而對健康

造成危害。肥胖症之認定標準，人類與犬貓大不相

同。人類之肥胖症主要依據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之定義，身體質量指

數 (body mass index；BMI)大於 25 kg/m2為過重

(overweight)；大於 30 kg/m2則為肥胖。犬貓之肥胖

症，則大多以體格狀況評分 (body condition score, 

BCS）來衡量。犬貓之體格狀況評分系統有多種，目

前以 5分制或 9分制之體格狀況評分較常被採用。

如圖一為節錄自世界小動物獸醫學會 (World Small 

Animal Veterinary Association, WSAVA)之營養評估

準則內的 9分制體格狀況評分量表，體格狀況評分

6分為過重；7分以上為肥胖。

造成肥胖的原因眾多且複雜，當能量的攝取與

消耗失衡，便有可能導致肥胖。動物所攝取的能量

主要做為代謝所需之燃料，以維持動物正常生理運

作。但攝取的能量高於身體所需時，此多餘的能量

便轉換為脂肪而儲存於體內，導致肥胖症的發生。

雖然過度的能量攝取是肥胖的必要原因，但若併

同其它因素，則會加快肥胖的發生。與犬貓肥胖有

關之因素，包含年齡、遺傳、結紮 (neutering)、活

動量、攝食量等。年齡較高之犬貓因代謝趨於緩

慢、活動力降低、肌肉組織減少，因此能量需求量

下降，若仍攝取與年輕動物相同的能量，便有可能

造成過重或肥胖。肥胖症亦與遺傳有關，而遺傳性

的肥胖症大多由多基因引起，且亦與環境因素相

關。與犬貓肥胖症有關的基因，以 melanocortin-4 

receptor(MC4R)基因研究較多。MC4R與下視丘

(hypothalamus)之能量恆定 (energy homeostasis)、採

食量、體重調控有關，當MC4R基因缺損時，即易

引起肥胖症，故MC4R可做犬隻遺傳性肥胖之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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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 (genetic marker)。結紮會使犬貓體內性激素分

泌量減少，因而導致體重增加。相較於雌性動物，

結紮更易引起雄性動物的過重或肥胖。此外，活動

量不足與過度餵食均會導致肥胖，有研究指出，由

身體質量指數較高的飼主所飼養的犬隻體格狀況評

分亦較高，可能因為犬隻與主人有相近的飲食與運

動習慣之故。

與肥胖症有關之疾病

肥胖症影響犬貓的健康，當體重過重時，易

引起退化性關節炎、十字韌帶撕裂傷、椎間盤疾

病等。肥胖症亦提高罹患代謝症候群 (metabolic 

syndrome)的可能性。代謝症候群係指動物體內同

時存在數個心臟血管疾病危險因子，包括高血壓、

胰島素抗性 (insulin resistance)、脂質代謝異常，以

及腹部肥胖等。近年來隨著代謝症候群致病機轉的

研究更為透徹，一般咸信肥胖症對於代謝症候群的

發生扮演重要角色，推測可能是因為肥胖症體內堆

積較多脂肪，故由脂肪組織產生的游離脂肪酸亦較

多，因而提高了胰島素抗性，進而導致代謝症候群

的發生。

肥胖亦與發炎反應有關。脂肪組織可分為棕色

脂肪組織 (brown adipose tissue)與白色脂肪組織

(white adipose tissue)二大類。棕色脂肪組織的細胞

內儲存油滴以小型油滴為主，其脂質氧化過程所產

生的能量主要以熱能的形式釋放，為維持動物體溫

所需。白色脂肪組織則廣泛存在於皮下組織與內臟

周圍，其細胞內儲存的油滴則以大型油滴為主，當

其過度累積時，即會導致肥胖的發生。白色脂肪組

織的運作受神經與內分泌系統調控，以調節其釋出

或儲存脂肪酸與甘油的速度與方向。脂肪組織不僅

為動物體內主要儲存能量的場所，亦可產生多種細

胞激素 (cytokine)。脂肪組織產生之細胞激素又稱為

脂肪細胞激素 (adipokine)，包括瘦體素 (leptin)、脂

聯素 (adiponectin)、腫瘤壞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 )、阻抗素 (resistin)，以及血管緊

縮素原 (angiotensinogen)等。肥胖是一種低度發

炎反應，乃因白色脂肪組織會啟動先天免疫系

圖一  「世界小動物獸醫學會(World Small Animal Veterinary Association, WSAVA)」之「營養評估準則」的

犬(A)與貓(B)之9分制體格評分量表(body condition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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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釋放發炎物質，包括腫瘤壞死因子 α與介白

素 -6(interleukin-6, IL-6)。此外，肥胖使瘦體素與阻

抗素濃度升高，而對胰島素敏感的脂聯素則表現量

降低。此些細胞激素使動物體處於一個慢性發炎的

狀態。而脂肪細胞遭到巨噬細胞浸潤後，產生大量

的前發炎細胞激素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並

且干擾胰島素訊息傳遞路徑，進一步促使胰島素抗

性發生、葡萄糖耐受度 (glucose tolerance)降低，終

而導致第二型糖尿病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的發

生。

具有不易形成體脂肪保健功效之健康食品

預防肥胖症發生，除了控制飲食與保持適度

運動以外，亦可由健康食品的攝取來預防肥胖症。

我國健康食品由「健康食品管理法」規範，衛生福

利部公告之健康食品功效評估方法包括：調節血

脂、骨質保健、免疫調節、胃腸功能、牙齒保健、

調節血糖、護肝、抗疲勞、促進鐵可利用率、輔助

調節血壓、不易形成體脂肪、輔助調整過敏體質、

延緩衰老等共計 13項。其中與體重控制有關之項

目為「健康食品之不易形成體脂肪保健功效評估方

法」。目前已取得衛署（部）健食字許可證而可宣稱

具有不易形成體脂肪保健功效的產品共計 29項，

其保健功效成分大致可區分為以下三大類：(1)纖

維類：包括膳食纖維、難消化性麥芽糊精、β-聚

葡萄糖 (β-glucan)、菊苣纖維 (inulin)等；(2)油脂

類：包括二酸甘油酯 (diacylglycerol)、中鏈脂肪酸

等；(3）植物萃取物類：包括兒茶素 (catechin)、

多酚、沒食子酸 (gallic acid)、綠原酸 (chlorogenic 

acid)、羥基檸檬酸 (hydroxycitric acid)、二氫楊

梅 素 (dihydromyricetin)、 橙 皮 苷 (hesperidin)、

薑黃素 (curcumin)、槲黃素 (quercetin)、迷迭香

酸 (rosmarinicacid)、表沒食子兒茶素沒食子酸酯

(pigallocatechin gallate, EGCG)等。此些已取得健食

字許可證而可宣稱具有不易形成體脂肪保健功效的

產品，其保健功效大多由動物實驗證實，如以高熱

量飼料 (high energy diet, HE)餵食大鼠，並以「先誘

發動物肥胖模式」或「同時誘發動物肥胖模式」證

實測試物質具有不易形成體脂肪的保健功效。目前

已審核通過之健康食品資料均可於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建置之「食品藥物消費者專區」資料庫

查詢，其網址為：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

InfoHealthFood.aspx?nodeID=162。

具有潛力開發為伴侶動物不易形成體脂肪

保健功效之中草藥

    目前已有許多藥廠開發伴侶動物用之減肥

藥物，如歐盟 (European Union)之歐洲藥品管

理 局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曾 經 核 准

dirlotapide（產品名稱為 Slentrol）與mitratapide（產

品名稱為Yarvitan）用於犬隻減重，此類藥品可藉

由抑制食慾、減少攝食量進而達到減重目的，惟二

者均因副作用而又被歐盟撤銷許可。美國食品藥物

管理局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於

2007年核准 dirlotapide上市，然而此藥品造成犬隻

不適的副作用時有所聞。除了開發抑制食慾的藥品

以外，目前已有許多研究證實一些天然物質具有不

易形成體脂肪的保健功效，其原理包括：(1)調節

體內脂質分解作用；(2)調節消化道之消化吸收功

能。前者主要係藉由活化動物體內之激素敏感脂酶

(hormone-sensitive lipase)，促進脂肪分解而減少體

脂肪堆積，進而達到減重之目的；後者則可影響消

化道之消化吸收功能，減少營養分的消化與吸收，

例如，藉由抑制胰脂酶 (steapsin)的活性而減少食

物中的脂質分解；抑制胰澱粉酶 (amylopsin)和雙醣

酶 (disaccharidase)活性而減少澱粉和雙醣的水解；

促進消化道蠕動而提高食物通過消化道之速度等。

目前已有許多中草藥被研究證實具有調節體重之功

效，其中包括黃連 (Coptis rhizome)、人參 (ginseng 

root)、 紫 草 (arnebia root)、 麻 黃 (ephedra herb)、

大黃 (rhubarb)、綠茶、黃耆 (astragalus root)、紅

花 (safflower）、靈芝 (Ganoderma lucidum)、雷公藤

(Tripterygium wilfordii)等。上述中草藥之功效成

分與機制均不盡相同。例如黃連之功效成分為黃連



農業生技產業季刊20

RESEARCH & DEVELOPMENT

素 (berberine)，其可抑制 cAMP 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CREB)活性，進而減少由 CCAAT/

enhancer-binding protein β(C/EBPβ) 參 與 之 轉 錄

反應，減少脂肪細胞的分化。紫草之功效成分為

紫草素 (shikonin)，其可提高肝臟細胞之胰島素受

體的磷酸化，促進胰島素的作用。麻黃則可提高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α(PPAR-α)

與 脂 聯 素 活 性、 降 低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進而減少脂肪堆積。大黃之功效成分

為大黃素 (emodin)，其可抑制與 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binding protein(SREBP) 有關之脂肪酸與

膽固醇生合成。綠茶中的兒茶素與咖啡因可抑制與

膽固醇生合成有關之 3-hydroxy-3-methylglutaryl-

coenzyme A reductase(HMGCR) 與 3-hydroxy-3-

methylglutaryl-coenzyme A synthase(HMGCS) 等

酵素活性，不僅具有抑制脂肪堆積的功效，且可減

少血液中的總膽固醇與低密度脂蛋白 (low-density 

lipoprotein, LDL)濃度。 

中草藥的效果可能不若西藥迅速，但其藥性溫

和而副作用低，故具有潛力開發為伴侶動物之不易

形成體脂肪保健品。本研究團隊於農委會經費挹注

之下，利用小鼠纖維母細胞 3T3-L1細胞株進行中草

藥之快速篩選，篩選出多種具有抑制細胞內脂肪堆

積的中草藥，再進一步利用肥胖大鼠之實驗動物模

式進行功效驗證。以五味子為例，已有研究證實五

味子萃取物可減少細胞之CCAAT/enhancer-binding 

protein α(C/EBPα)、CCAAT/enhancer-binding protein 

β(C/EBPβ)， 以 及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PPAR-γ)等蛋白質表達量，進而抑制脂

肪細胞的分化。五味子的生物活性成分極多，包

括五味子素 (schizandrin; schisandrol A)、gomisin 

A(schisandrol B)、schizandrin B、schizandrin C、

schisantherin A、schisantherin B、schisanhenol 等。

已有研究證實五味子的生物活性成分 gomisin A會

提高細胞內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

活性，進而減少脂肪生合成與提高脂質氧化代謝。

五味子的另一生物活性成分 Schizandrin B則可提高

激素敏感性脂肪酶 (hormone sensitive lipase, HSL)

活性，增加細胞內的脂質氧化反應，減少細胞內脂

肪堆積。而在動物實驗中，以高脂飼料誘發大鼠的

肥胖症發生，不僅體重與體脂率顯著高於正常大

鼠，血清中的總三酸甘油酯與膽固醇亦顯著高於正

常大鼠，而食入五味子萃取物則可顯著降低血清中

的總三酸甘油酯與膽固醇濃度。五味子萃取物具有

減少脂肪堆積的效果，可能與細胞核受器 farnesoid 

X receptor(FXR)有關。已知 FXR的作用係與膽酸

之體內恆定 (hemostasis)有關，FXR活性較高時，

可改善血脂和血糖的代謝機能失常、改善非酒精性

脂肪肝、提高胰島素敏感性等。五味子萃取物即可

提高 FXR活性，進而改善肥胖、高膽固醇血症及脂

肪肝。因此，本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證實五味子具

有開發為不易形成體脂肪保健功效之伴侶動物保健

品的潛力。

結論

在伴侶動物擬人化的趨勢下，飼主對伴侶動物

的健康雖然更加重視，但往往也發生營養過剩的問

題，而生活在都會區的伴侶動物，更因運動量不足，

導致肥胖症的發生率更高。伴隨著肥伴症發生的代

謝症候群，更嚴重影響侶伴動物的健康，飼主必須

耗費更多的時間、精力與費用來照護伴侶動物，身

心層面亦深受影響。我國伴侶動物保健品市場持續

蓬勃發展，而具有不易形成體脂肪保健功效之伴侶

動物保健品極具市場潛力。本研究團隊建立之細胞

模式篩選平台與肥胖實驗動物功效驗證平台，可快

速篩選具有不易形成體脂肪保健功效的潛力物質，

將可加速伴侶動物保健品的開發，相關產品將能減

少伴侶動物之肥胖症問題，改善伴侶動物的健康，

提升飼主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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