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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人工合成胜肽用於製備具抗肝癌活性之藥物的用途，係選自由下列胺基酸序列所組
成群組中至少一者：(1)具有如 SEQ ID NO：1所示之胺基酸序列；(2)具有如 SEQ ID
NO：2所示之胺基酸序列；(3)具有如 SEQ ID NO：3所示之胺基酸序列；(4)具有如 SEQ
ID NO：4所示之胺基酸序列；(5)具有如 SEQ ID NO：5所示之胺基酸序列。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用途，係可毒殺對肝癌細胞，而對正常細胞則無影響。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用途，隨著該胜肽劑量提高，而對癌細胞的毒殺效果愈明
顯。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用途，其中具有如 SEQ ID NO：5所示之胺基酸序列係可
活化半胱胺酸蛋白酶-3，進而誘導肝癌細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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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用途，可進一步將該人工合成胜肽與一或多個抗癌化合物
一起用於製備一醫藥組合物及藥學上可接受之載劑，該醫藥組合物係用以治療肝癌。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5項所述之用途，其中該載劑包含賦形劑、稀釋劑、增稠劑、填充
劑、結合劑、崩解劑、潤滑劑、油脂或非油脂的基劑、介面活性劑、懸浮劑、膠凝劑、

輔助劑、防腐劑、抗氧化劑、穩定劑、著色劑或香料等。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5項所述之用途，其中該醫藥組合物係以口服、浸泡、注射、塗抹或
貼片等方式投予至人體內。

圖式簡單說明

圖一為 J5肝癌細胞株經人工合成抗菌胜肽或天然抗菌胜肽處理，其細胞存活率分析。
圖二為 Huh7肝癌細胞株經人工合成抗菌胜肽或天然抗菌胜肽處理，其細胞存活率分析。
圖三為 3T3老鼠纖維母細胞(正常細胞)經人工合成抗菌胜肽或天然抗菌胜肽處理，其細胞

存活率分析。

圖四 A為 0μM人工合成胜肽 GW-H1(即無添加)在 72小時的測試下，其流式細胞儀分析
結果；圖四 B為 20μM人工合成胜肽 GW-H1(即無添加)在 72小時的測試下，其流式細胞儀
分析結果；圖四 C為 40μM人工合成胜肽 GW-H1(即無添加)在 72小時的測試下，其流式細
胞儀分析結果；圖四 D為圖四 A至圖四 C之量化結果。
圖五為細胞經不同濃度之人工合成胜肽 GW-H1處理後，其半胱胺酸蛋白酶-3活性

(Caspase-3 activity)分析。
圖六為細胞經人工合成胜肽 GW-H1處理後，其原態-半胱胺酸蛋白酶-3(pro-caspase-3)及

Poly ADP ribose polymerase(PARP)片段(經半胱胺酸蛋白酶-3活化態切割的受質)之蛋白質表現
分析(西方墨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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