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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化妆品植物原料的种质资源、提取制备、质量控制及市场现状的述

评，指出：化妆品植物原料开发中存在违背相关禁用语的要求、忽略天然成分安

全性、不够重视植物原料增效手段等问题；将气血理论、阴阳理论、五行理论、

“君臣佐使”组方理论、炮制技术等传统中医药理论，以及植物干细胞、生物发

酵、纳米技术等现代生物技术应用于化妆品植物原料的生产与开发，研发植物

防晒剂、植物防腐剂、植物防污剂、植物色素、植物功能油、植物源重组胶原、仿

生植物组合物等新型化妆品将成为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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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追求健康的意识日益增强．由于植物活性

成分不仅副作用小而且功效也较佳，以植物活

性成分为主的美容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关

注．因此，化妆品植物原料已然成为化妆品领域

研究开发的热点［１－７］．本文拟对化妆品植物原

料的现状予以述评，并对其应用与发展趋势予

以展望．

１　化妆品植物原料现状

１．１　化妆品植物原料种质资源与质量控制

现状

　　我国疆域广阔、湖泊众多、河流纵横、气候

多样，为生物及其生态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提供

了优越条件，是世界上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之一．我国植物种类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马来

西亚和巴西［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

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０日公布了８７８３种已使用化妆

品原料，其中植物原料有２０００多种．从数据来

看，植物原料在化妆品原料中占比较高，但相对

于植物资源总量来说还偏少，我国化妆品的丰

富植物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

目前，市场上化妆品植物原料品种混乱、品

质良莠不齐，原因之一是植物原料本身存在地

域性差异，不同地域的种植环境差异性较大，而

最适合该药材生长的地域其化妆品植物原料的

品质往往更地道；原因之二是个别商家追求的

是利益最大化，以假充真，以劣充好．因此，化妆

品植物原料的质量控制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

管理部门需完善植物资源的质量监督管理体

系；另一方面，作为化妆品植物原料的生产厂家

应该建立原料产地筛选体系．尽管“道地药材”

能一定程度反映该地域药材的优越性，但仍需

根据理化指标和功效指标进一步验证．关于原

料产地的筛选，首先可根据文献报道待定几个

较优产地，对药材的主要化学成分、农药残留、

重金属含量等理化指标进行测定，而应用于化

妆品生产更为重要的是其功效指标，可根据其

清除自由基、抑制酪氨酸酶等效果来判定．因

此，并非所有“道地药材”都是用于化妆品的最

佳选择，需根据相关情况综合考虑．

植物原料种质资源既是基础，又是重中之

重，完善植物原料的质量控制是化妆品之安全

与功效的保障，也是整个化妆品产业链发展的

基础．

１．２　化妆品植物原料提取制备与提取物质量

控制现状

　　目前，植物原料以固体、粉末、液体、凝胶等

多种形式作为化妆品添加剂，其中以液体提取

物居多，主要原因是制备工艺相比固体粉末简

单，而且更方便后续添加到化妆品配方中．液体

提取物多以粗提物为主，主要出于在功效与成

本之间的均衡考虑，粗提物性价比较高．粗提物

制备一般根据植物活性成分的极性选择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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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极性大的活性成分居多时一般选择水提

法，极性小的成分居多时一般选择乙醇或油提

法．而乙醇提取物有时还需要用丙二醇、丁二

醇、甘油等化妆品常用滋润剂来复溶提取物．

化妆品用植物提取物需从安全性、功效性、

稳定性等多方面控制提取物的质量．安全性是

提取物最基本的保障，需严格评价其毒理、刺激

性、致敏性、光毒性等安全指标．安全性是功效

性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安全的条件下才有考虑

其功效性的必要．而功效性是植物提取物应用

于化妆品的主要条件．植物提取物最大的问题

是提取物ｐＨ值常变化、色泽不稳定、易出现沉

淀等，其主要原因是粗提物成分复杂．某些著名

品牌的植物提取物出现少量沉淀，也属正常现

象，使用前摇匀即可，并不影响其功效．为了提

高植物提取物的稳定性，可采取深度过滤、加入

稳定剂等手段．

１．３　化妆品植物原料市场现状
１．３．１　植物原料成主流趋势　在化妆品行业，

植物概念的化妆品宣称一直是高频词汇，其开

发、研制已经成为化妆品行业的主流趋势．据调

查，世界范围内的宣称植物概念的产品一直很

受欢迎，其最大的市场在亚太．其中中国市场宣

称植物概念的产品占比，已接近２／３，明显高于

世界其他地区，且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３］．

从消费角度来看，中国在２０１４年全球面部

护肤消费市场中以１２７．９１亿美元成为最大的

消费国，接着是日本、韩国、美国、法国．而２０１４

年植物原料类产品以６４％的消费占比成为消

费者使用最多的产品类型，这主要归因于在中

高端和低端面部护肤品中宣称植物比例均较

高，几乎覆盖了不同消费水平的人群．据统计

（见图１），中高端面部护肤品中宣称含有植物

成分的产品近几年一直稳定在７５％左右，而低

端产品也逐步趋于一致．

１．３．２　化妆品中常用植物原料现状　虽然植

物原料化妆品很热门，但并非所有植物原料都

为消费者所喜爱．据Ｍｉｎｔｅｌ数据统计（见表１和

表２），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市售面部护肤

品十大植物成分中，绿茶提取物所占比例一直

高居榜首并呈上升趋势，主要归因于其性质温

和且功效全面．从中国市场可看出根茎类提取

物比较受欢迎，而花卉类提取物在世界市场中

亦占据着一席之地．

１．３．３　化妆品植物原料宣称功效现状　Ｍｉｎｔｅｌ

数据（见表３）表明滋润／保湿是护肤品宣称的

核心功效，超过５０％的植物护肤品都宣称其具

图１　中高端和低端面部护肤品中

宣称含有植物成分的占比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ｈｅｒｂ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ｃｌａｉｍ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ｅｎｄａｎｄｌｏｗｅｎｄｆａｃｉａｌｃａ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中国市场面部

护肤品十大植物成分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ｔｏｐｔｅｎ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

ｆａｃｉａｌｃａ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ａｒｋｅｔ

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

植物成分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全样本
统计

绿茶提取物 １０．１ １２．０ １６．３ １４．２ １２．９
海藻提取物 ８．１ ９．６ １２．３ １１．４ １０．１

库拉索芦荟提取物 １０．１ ９．２ ８．６ １０．７ ９．６
人参提取物 １３．１ ８．０ ６．８ ７．９ ９．２
甘草根提取物 １２．７ ６．０ ７．３ ９．６ ８．８
马齿苋提取物 １１．５ ４．９ ４．４ ３．７ ６．６
黄芩根提取物 ６．７ ５．０ ６．０ ７．７ ６．２
金缕梅提取物 ５．２ ６．４ ５．８ ７．９ ６．１

温州蜜柑果皮提取物 ３．２ ９．２ ４．７ ４．０ ５．５
库拉索芦荟叶汁 ５．１ １．４ ５．３ ７．２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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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全球市场面部

护肤品十大植物成分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ｔｏｐｔｅｎ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

ｆａｃｉａｌｃａ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ｒｋｅｔ

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

植物成分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全样本
统计

绿茶提取物 １０．５ １０．９ １１．３ １１．８ １１．１
库拉索芦荟提取物 ７．１ ６．１ ７．１ ７．１ ６．８
甘草根提取物 ７．６ ５．２ ５．４ ６．３ ６．１
海藻提取物 ５．１ ５．７ ６．７ ６．６ ６．０
人参提取物 ６．０ ４．８ ４．０ ４．０ ４．７
洋甘菊精华 ３．８ ３．８ ５．３ ５．５ ４．６
薰衣草油 ３．６ ３．８ ４．５ ４．３ ４．１

迷迭香提取物 ３．２ ３．８ ３．９ ４．６ ３．９
香橼果实提取物 ３．４ ３．３ ３．４ ４．１ ３．５
金盏花提取物 ２．７ ３．３ ２．７ ４．２ ３．２

表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全球宣称含有植物的

产品的功能分布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ｒａｔｉｏｃｌａｉｍｅｄｂｙ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ｆａｃｉａｌｃａ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

宣称功能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全样本
统计

滋润／保湿 ５７．６ ５７．８ ５８．２ ５６．８ ５７．６
提亮／焕彩 ２７．０ ３２．５ ３３．０ ３３．５ ３１．５
省时／快速 ２２．１ ２３．３ ２６．６ ２７．８ ２４．８
持久 ２２．７ ２４．７ ２５．３ ２４．８ ２４．４

加强维生素／矿物质 ２４．２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４．５ ２３．７
道德／动物保护 ２４．８ ２３．１ ２２．１ ２２．９ ２３．２
经皮肤测试 ２０．５ ２０．５ ２１．７ ２２．２ ２１．１

不含苯甲酸酯类 １８．０ ２０．６ ２１．４ ２２．５ ２０．６
抗氧化 １７．４ １６．８ １５．８ １６．３ １６．６

有滋润／保湿作用，这比较符合保湿作为化妆品

的基础功效的特点．欧美市场宣称较多的功效

还有提亮／焕彩，亚洲地区的这一功能实则为美

白，也是亚洲及全球较热门的功效．

１．４　化妆品植物原料应用尚需注意的问题
尽管植物原料越来越受到化妆品配方师和

消费者青睐，但是化妆品植物原料的应用现状

仍存在不少问题：１）违背法规规定的化妆品中

相关禁用语的要求；２）认为越天然越安全，忽

视安全性问题；３）不够重视植物原料的增效

手段．

２　化妆品植物原料应用与发展趋势

２．１　中医药理论与技术在化妆品植物原料中

的应用

２．１．１　气血理论　气血是中医对饮食和氧气

在脏腑协同作用下生成的对人体有濡养作用和

温煦、激发、防御作用的“精微物质”及其功能

的一种定义．气血既是人体生长发育的物质基

础，也是保持健康美容的物质基础．气血化生以

后，借助遍布全身的经络系统上荣皮毛，气血上

荣是中医美容的基础［２］，并且气血微循环与祛

斑美白、抗衰老存在一定的关系［３－４］．因此在植

物原料开发时应当重视行气活血类中药在化妆

品中的应用．目前已有不少补气活血类中药

（如黄芪、当归、红花等）用于化妆品中，并宣称

能改善皮肤血液微循环．当然，法规明确规定化

妆品中禁止使用“活血”等与血液相关的医用

术语，但是科学研究与最后的功效宣称并不

冲突．

２．１．２　阴阳理论　天地之理，以阴阳两仪化生

万物；肌肤之道，以阴阳二气平衡本元．阴阳理

论认为，阴阳失衡，就会引致很多的肌肤问题，

只有阴阳平衡，注重调理，才能巩固肌肤之

本［５－６］．

结合气血理论，可同时将两者运用于化妆

品植物原料：日属阳，以活气血中药作为化妆品

植物添加剂可提高皮肤血液微循环，加快皮肤

新陈代谢，焕发肌肤活力；夜属阴，以养气血中

药作为化妆品植物添加剂可调理皮肤气血，为

肌肤注入养分，修复肌肤日间所造成的损伤．

“日活夜养”深刻阐述了阴阳学说所蕴含的丰

富哲学意蕴，并体现出阴阳学说的核心思

想———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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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五行理论　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的一

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五行学说用木、

火、土、金、水５种物质说明世间万物的起源和

多样性的统一．该理论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和

现象都可以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性质和特点

归纳为５个系统；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发

展变化，其实都是这５种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

作用的结果，天地万物的运动秩序都要受五行

生克制化法则的统一支配［５］．

著名化妆品品牌百雀羚率先在国内将五行

理论应用于化妆品中，提出了“五行草本”的产

品理念，并将 “五行能量元”的思想精髓融入其

中，使五行平衡相辅相生的理念与现代护肤完

美结合，开创了护肤新纪元，这一创新也得到了

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五行理论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它的相生相

克与自然界及人体存在一定的关系，其中五行

与自然界的关系见表４．笔者认为以五行理论

为基础还可开发一系列创新型化妆品，以开发

季节型的护肤品为例，可将五行与五季、五色结

合起来．春属木，一年护肤之际在于春，五色中

对应“青”，可选择绿茶提取物作为化妆品添加

剂，其主要功效成分没食子儿茶素和没食子酸

酯（ＥＧＣＧ）能赋予化妆品延缓肌肤老化、美白、

祛痘、收敛、保湿等多重功效．夏属火，可选择美

白防晒型植物提取物，五色中对应“赤”，结合

五行与五季、五色，可选择具有美白防晒功效的

红景天提取物作为化妆品添加剂．长夏属土，此
表４　五行与自然界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ｖ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

五行 五音 五味 五色 五化 五气 五方 五季

木 角 酸 青 生 风 东 春

火 微 苦 赤 长 暑 南 夏

土 宫 甘 黄 化 湿 中 长夏

金 商 辛 白 收 燥 西 秋

水 羽 咸 黑 藏 寒 北 冬

时天气炎热而多湿，体内湿热会造成皮肤油腻

而产生痤疮，五色中对应“黄”，结合五行与五

季、五色，可选择具有控油祛痘功效的黄芩提取

物作为化妆品添加剂．秋属金，此时天气燥，五

色中对应“白”，选择“润”药，结合五行与五

季、五色，可选择具有补水保湿功效的银耳提取

物作为化妆品添加剂．冬属水，天气寒冷代谢水

平低，选择滋阴系列的药材，再者五色中对应

“黑”，结合五行与五季、五色，可选择具有滋阴

功效的女贞子提取物作为化妆品添加剂．

２．１．４　“君臣佐使”组方理论　“君臣佐使”组

方理论［６］是中医方剂学界广为认可的组方原

则，传承并延用至今．对于化妆品外用美容中药

方剂而言，结合皮肤属性，有下列“君臣佐使”

的科学配伍思想．

应用在化妆品中，君药是指起到关键功效

（如美白、抗衰老和保湿等）的中药．如甘草、红

景天等中草药可抑制酪氨酸酶活性，美白肌肤．

丹参具有活血化瘀作用，可增加面部血液微循

环，具有祛斑美白功效．这些中草药都可以作为

美白方剂的君药．

臣药即君药之辅药（如促进透皮吸收的药

物）．如果透皮吸收不好，关键功效则难以发挥

作用．促进透皮吸收的中药有很多，多为有特殊

气味的中药：芳香类如小豆蔻、辛凉解表类如薄

荷、温里类如丁香、活血化瘀类如川芎．

佐药即配合君臣药治疗兼证．针对不同的

问题肌肤，抗敏、止痒、刺激和脱屑等兼证需要

佐以相应的中药．如仙人掌可以舒缓受到刺激

的皮肤细胞；枳实可抗过敏，并具有祛斑美白、

防晒和抗菌杀菌作用．根据实际诉求可选择相

应佐药．

使药即调和诸药使其合力祛邪．甘草为古

人使用较多的使药，可调和诸味药；现代科学则

验证了甘草还具有较好的美白功效，因此广泛

应用于化妆品中．

·４３·



董银卯，等：化妆品植物原料现状、应用与发展趋势

“君臣佐使”是一个科学配伍的组方思想，

不仅适用于中药的配伍，也适用于各种植物原

料的配伍．科学运用“君臣佐使”的组方思想来

组合植物原料即可发挥不同的护肤功效．

２．１．５　炮制技术　中药炮制技术是根据中医

药理论，按照医疗、调剂和制剂的不同需求，将

传统制药技术和现代科学技术有机结合，对中

药材进行特殊加工制作的一项制药技术．在化

妆品领域，炮制技术可以富集美白、抗衰老等功

效物质［７］．然而，富集功效物质并不等同于增

效，只有在增效的情况下才能说可能是由富集

某一大类主要功效物质（或者主要功效单体）

所引起的．很少有学者提及炮制技术在化妆品

植物原料开发中的具体思路，笔者认为，增效为

最终目的，而富集功效物质为途径：第一步，建

立“炮效关系”，即建立炮制与药效的关系，对

美容中药组方进行单味炮制或混合炮制（不同

中药分别用不同方法炮制），用简单的生化实

验筛选出“增效”的炮制组合；第二步，建立“物

效关系”，即在增效基础上建立起功效物质的

富集与增效之间的关系．

另外，炮制技术对于植物原料的负面物质

（如重金属、农残等）的相关研究甚少，而且不

同炮制方法如何影响负面物质并不明确，这是

今后需要加强研究的．

２．２　生物技术在化妆品植物原料中的应用
２．２．１　植物干细胞　干细胞是现代生物和医

学中最具吸引力的领域之一，这是由于它们不

但有显著的特性，同时在皮肤再生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随着２００８年ＰｈｙｔｏＣｅｌｌＴｅｃＴＭＭａｌｕｓＤｏｍ

ｅｓｔｉｃａ苹果干细胞的诞生，瑞士米百乐生化公司

成为世界上第一家推出以“植物干细胞保护皮

肤干细胞”为基础的化妆品活性物的公司．这

款结合杰出研发成果和高质量生产而成的创新

化妆品原料，取得了全球的认可．在２０１１年该

公司实现干细胞护肤品的又一突破，成为第一

家成功开发及推出针对真皮干细胞的化妆品活

性物的公司，并在多项体外和临床测试中证明

了该植物干细胞系列产品能有效提升人体皮肤

干细胞的活力及再生能力．

２．２．２　生物发酵　生物发酵技术是在传承中

药炮制技术中发酵法的基础上，充分吸收现代

微生物工程技术而形成的高技术中药制药技

术，按照发酵形式主要分为固体发酵和液体发

酵［８］两大类，其中液体发酵较多应用于化妆

品中．

从市场现状来看，日本和韩国的护肤品界

中发酵化妆品十分流行，其中日本的 ＳＫⅡ出

名最早，但它依然停留在人工发酵阶段，之后市

面上又出现了自然发酵护肤品———熊津化妆品

“酵之美”．发酵护肤品在日本和韩国一直受到

追捧，并且在中国也掀起一股“发酵”热潮．从

理论上来讲，发酵产品确有其独特优势．植物提

取物多为大分子物质（多糖等），难以被皮肤所

吸收，而微生物发酵时产生的各种酶能将大分

子有效物质降解为皮肤易吸收的小分子有效物

质（单糖等），从而增加有效成分的利用率．另

外，微生物还可将有毒物质分解或者对其进行

修饰，从而使中药毒性降低乃至消失．

２．３　纳米技术在化妆品植物原料中的应用
“纳米中药”即运用纳米技术手段制备粒

径小于１００ｎｍ的中药有效成分、有效部位、原

药及其复方制剂．现阶段所采用的纳米技术有

聚合物纳米粒载体技术、固体分散技术、环糊精

包合技术、脂质体纳米粒载体技术等［９］．

纳米技术可以改善化妆品中有效成分中存

在的副作用大、利用率低、吸收差、资源浪费等

问题，其优势具体体现在：１）靶向定位发挥疗

效，从而降低副作用；２）增加吸收度，提高生物

利用度，增强产品的功效，拓宽适应性［１０］．

另一方面，纳米技术应用于化妆品仍然存

在较大争议，近年来有学者指出，越小的纳米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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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越有可能穿透细胞并产生毒性作用甚至诱发

癌症，对人体存在潜在的危害性．纳米技术在增

加植物原料生物利用度的同时也增加了其潜在

风险性，对此应辩证地看待，如果能建立起系统

的风险评估体系，纳米技术会是一个很好的应

用方向．

２．４　新型化妆品植物原料开发趋势
２．４．１　植物防晒剂　目前，防晒剂占护肤品全

球市场份额的１０％，并以平均每年９％的速率

增长，防晒剂已经成为护肤品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开发出温和有效的植物防晒剂是未来防

晒化妆品的发展趋势之一［１１－１２］．目前国内外多

致力于天然广谱防晒剂的筛选和开发，对复配

型植物防晒剂研究尤多，这是由于复配型植物

防晒剂较单一植物对 ＵＶＡ和ＵＶＢ均有较强的

吸收性能，且较单一植物提取液有显著的互补

效应［１１］．还有学者将复配型植物防晒剂与优化

的化学防晒剂再进行复配，研究发现此复合防

晒剂较化学防晒剂刺激性显著降低，并且达到

广谱吸收紫外线的效果［１２］．因此，复配型植物

防晒剂的协同增效与低刺激性的独特优势决定

了它将成为防晒化妆品的发展方向．

２．４．２　植物防腐剂　随着人们对安全问题的

重视，低副作用的植物防腐剂逐渐成为了研究

热点．近年来，有学者将金盏花提取液、薰衣草

精油等植物原料开发成为植物防腐剂．大多数

植物防腐剂需要复配化学防腐剂来增强抑菌效

果，这既利用了化学防腐剂的强效，又集合了植

物防腐剂的温和特性．

需要指出的是，短期内大多数抑菌植物原

料无法替代化学合成防腐剂，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效果存在差距；二是植物防腐剂是用离体

的模型做研究，而其在化妆品中的效果及其对

人体的作用并未进行实验验证．可考虑从以下

方面进行相应改善：１）对植物活性成分的分离

鉴定、构效关系、抗菌机理和毒理学评价等进行

更为细致的研究；２）全面分析这些抑菌物质加

入到化妆品后的效果，尤其是与化妆品其他组

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３）系统全面分析差

距，进行改善与修饰［１３－１４］．

２．４．３　植物防污剂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

空气污染日益严重，导致很多人皮肤过敏．根据

调查，近１／３的消费者愿意选择“解决空气污染

导致皮肤受损的护肤品”．因此，抗污染化妆品

已然成为市场热点．

抗污染植物原料能阻止空气中的细小微粒

进入皮肤，同时也能收敛毛孔，减少病菌和有害

物质等入侵的机会，但并不影响皮肤原有功能．

这主要是由于抗污染植物原料可在皮肤表面形

成透明的立体生物保护膜［１５］．据报道，一种全

能隔离体系面膜“全效隔离修复分子网筛膜”

（以天然植物提取隔离成分、植物精华油、氨基

酸等为主要成分）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网筛

保护膜，让皮肤自由呼吸，同时全面隔离紫外辐

射和汽车尾气［１６］．

２．４．４　植物色素　由于具有安全无危害及色

彩鲜艳等诸多优点，天然植物色素应用于化妆

品成为一种趋势．紫草素等许多植物色素已被

日本的化妆品界应用于眼影、腮红和唇彩等化

妆品中．这些色素除了具有着色剂的基本功效

外，还兼具收敛毛孔、抵抗细菌和消除炎症等诸

多功能［１７］．

我国目前植物色素的生产还比较落后，提

取出的大部分天然色素存在较多杂质，纯度较

低，无法作为着色剂使用．从应用来看，虽然植

物色素比合成色素更有优势，但植物色素的理

化性质限制了其开发，生产成本过高使得植物

色素无法投入实际生产［１８］．因此，应对现阶段

的提取工艺进行多方面的改善，提升植物色素

纯度．另外，应重视对技术人才的培养，着力于

植物色素产品的开发与应用［１８］．

２．４．５　植物功能油　目前，市场上的化妆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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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提取物多以水溶性溶剂为介质，如纯水、丙

二醇、丁二醇等，而以油为介质的提取物较少．

植物原料油提物的优势主要体现在：１）快速渗

透，油性成分与皮肤脂质成分的“相似相溶”，

使其能快速渗透皮肤、深入护肤；２）无防腐剂，

这是由于油相体系本身具有防腐作用，并不需

要额外添加防腐剂．因此，植物油提物将在未来

化妆品研发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２．４．６　植物源重组胶原　胶原蛋白具有保湿、

修复皮肤、美白和润泽头发等功效，已广泛应用

于化妆品中［１９］．目前，胶原主要采自猪皮肤、牛

腱等，然而动物源胶原有传播疾病和引发过敏

性反应等缺点，因此研究人员不太接受动物来

源的胶原蛋白［２０］．近年来研究人员把目光转向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胶原蛋白，相比而言，重

组胶原蛋白具有可加工性、无病毒隐患、水溶

性、排斥反应低等优势［１９］．目前，重组胶原已开

发出多种表达系统，包括酵母、蚕、哺乳动物细

胞、转基因动物和细菌系统．最新进展发现，转

基因烟草植物能表达出人源胶原蛋白［２１］，这种

胶原蛋白在理论上能避免动物源胶原蛋白的缺

陷，并且在加工特性和疗效上优于动物源胶原

蛋白［２２］．

然而，成本高、产量低、系统缺少辅助因子

或酶，一直是限制重组胶原应用的不利因素，目

前重组胶原仅限于实验规模，难以满足产业化、

大批量需求．无论是酵母还是植物产生的重组

胶原仍然无法真正取代动物源胶原，方便提取

的动物源胶原一直保持着其研究和临床使用的

标准［１９，２３］．尽管植物源重组胶原的生产有很大

限制因素，但是其独特优势决定其将成为发展

方向，而克服植物源重组胶原生产的限制因素

将是今后需要认真研究的．

２．４．７　仿生植物组合物　以胎脂为例．胎脂是

婴儿出生时身上一层乳白色、硬奶油状的脂质

物体，大约是由８０ｗｔ％的水、１０ｗｔ％的蛋白质

和１０ｗｔ％的脂质组成．胎脂对胎儿皮肤屏障的

形成、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胎脂对

皮肤具有抗菌抗感染、补水保湿、抗氧化、清洁

皮肤、调节体温等多方面的作用，因此，研究者

期望将其应用于皮肤屏障修复及补水保湿类化

妆品中．然而，胎脂的取材并不方便，不能满足

工业化生产的需求．于是，模拟其组分的植物来

源的组合物将成为开发的趋势，而仿胎脂植物

组合物能否发挥与胎脂一样的功效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验证．

３　结语

在化妆品植物原料备受青睐之际，应充分

关注植物原料生产、制备、质控及市场等每一个

环节，重视与植物原料相关的法规、安全及功效

问题．应秉承中国传统文化、融会中医药传统理

论与植物原料，赋予化妆品新的开发理念与技

术，全面提升产品品质内涵；同时充分利用现代

先进的生物技术与纳米技术，将高新科技应用

于化妆品植物原料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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