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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药理论中整体观念、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气血理论、体质学说，以及

中药配伍组方、炮制技术，应用于皮肤护理效果明显，在化妆品开发中也得到越

来越多的应用．目前中草药化妆品许多品牌仅仅是配方中添加了中草药成分，
或仅仅引入了中医理论中某些概念，内涵浅显，未能深入挖掘、汲取中医思想精

髓．中草药化妆品的研发不能简单地添加几味中草药提取物，更不能机械地照
搬照抄古人留下的药方，而是要正确理解并掌握中医药理论，在中草药化妆品

的发掘、继承和推广中有所创新，如此才能打造品牌特色，形成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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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中医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

体，以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为目的，研

究人类生命活动中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的综合

性科学，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中药是在中医

理论指导下，用于预防、诊断、治疗疾病或调节

人体机能的药物，多为植物药．中药学是研究中

药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应用的一门学科，其中中

药炮制和中药配伍组方技术是中医药理论的特

色．目前，中医药美容护肤日益受到关注．中医

药在化妆品中的应用自古就有，如东汉《神农

本草经》中记载３６５种中药，其中１６０余种药物

可用于皮肤美容保健，如桃花“令人好颜色”，

旋覆花“去面黑干黑，色媚好”［１］；《千金翼方诠

释》和《外台秘要方》等中医古籍中也记载了大

量美容护肤的中药、方剂［２－３］．这些都说明中医

药美容护肤具有一定的发展过程和应用背景．

然而，当今众多可见可闻的中草药化妆品中，大

部分仅仅是配方中添加了中草药成分，或是仅

仅引入了中医理论中某些概念，对其思想精髓

并未深入挖掘，不能透彻理解其内涵，因此未能

将中医药理论和化妆品科学地结合并发展．本

文拟就中医药理论相关学说和中药组方技术在

化妆品中的应用进行综述，以促进中医药理论

之应用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

代化妆品科技发展相融合．

１　应用于皮肤护理的中医理论

中医学有五大理论，每一种理论都与化妆

品的应用密切相关．

１．１　整体观念
中医学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独特的

理论体系内容广泛，而整体观念是其重要内容

之一．整体，就是统一性和完整性，整体观念强

调在观察、分析、研究和处理问题时，必须重视

事物本身所存在的统一性、完整性和联系性．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

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在结构上是相互沟通的，在

功能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在病理上是相

互影响的．“五脏一体观”，即指人体是一个以

五脏（肝、心、脾、肺、肾）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

把六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官窍

（口、鼻、舌、耳、眼）等有机地联系起来，并通过

精、气、血、津液的作用而形成的完整统一的整

体．如果脏腑功能失调，在人体外部则有相应表

现，如脾气虚的人，可见面色萎黄、没光泽、食欲

欠佳、倦怠、大便不成形，这个时候就应当健脾

益气，加以调理．

此外，人体与外界环境也具有统一性，所谓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强调的就是

人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四季的气候变化、昼

夜晨昏的变化都会对人体生理、病理产生一定

影响：春季多风，皮肤多敏感；秋季多燥，皮肤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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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干燥缺水；夏季多暑热，易生痱子；冬天多寒

冷，容易生冻疮．又如皮肤的瘙痒症状往往日轻

夜重．另外，地理区域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着人体的生理活动，如北方气候较为寒冷干

燥，所以北方人多易受寒邪、燥邪的影响．

除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对人体的影响也

同样重要．随着都市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伴随而

来的是高强度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很多人因

此出现作息时间不规律、睡眠不足、焦虑等情

况，部分人还会因此而选择吸烟饮酒、暴饮暴食

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释放压力，而这些不良

生活习惯都会影响人的皮肤状况，日久则会出

现一系列的皮肤问题．

因此，应将整体观念融入化妆品研发中，从

内而外整体思考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皮肤特

点、护肤需求和适用的皮肤问题解决途径．除了

对外用护肤品的研发外，更多的还是要思考导

致皮肤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既包括

内在生理因素，也包括外界环境的影响．只有深

刻剖析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将整

体观念与皮肤护理和化妆品研发相结合，全面

整体地看待皮肤问题，才能提出有效的解决

方法．

１．２　阴阳学说
阴阳，代表一切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

这一概念源自古代中国人的自然观．古人观察

到自然界中各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自然现象，如

天地、日月、昼夜、寒暑、男女、上下等，便以哲学

的思想方式归纳出“阴阳”这一概念．阴阳平衡

是一种阴阳相互协调和相对稳定的状态，只有

阴阳平衡，在自然界才能表现为气候的正常变

化、四时寒暑的正常更替；在人体才能标志生命

活动的稳定、有序、协调．因此《黄帝内经》中

说：“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

人．”［４］相反，如果阴阳失衡，自然界的气候变

化异常，人体则会出现生命活动的异常表现，这

些异常活动也很容易在皮肤上表现出来，如皮

肤的代谢功能紊乱，导致皮肤出现一系列的问

题．因此，皮肤护理应当遵循阴阳平衡的理论，

达到“阴平阳秘”．

１．３　五行学说
五行的概念源自对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物

质的认识．“五”是指由宇宙本原之气分化的构

成宇宙万物的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

“行”是指这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五行相生”

指木、火、土、金、水之间存在着有序的递相资

生、助长和促进的关系，往复不休．“五行相克”

指木、火、土、金、水之间存在着有序的递相克

制、制约的关系，循环不止．无论是对自然万物

还是人体生理功能，五行都通过这种相生相克

的循环达到一种动态平衡，使万物有序发展．但

是，一旦五行中的某一行失常，如过旺或不足，

影响到其他行，必然会破坏整体的动态平衡，在

皮肤上就会出现干燥、肤色不均、暗沉等问题．

根据五行学说，针对因为某一行过旺或不足而

导致的皮肤问题，可以通过抑制过旺的某一行、

补充不足的某一行，即抑强扶弱的方法来解决；

也可以抑强与扶弱兼用，损其有余，补其不足，

使之达到正常状态，进而使五行恢复到正常的

动态平衡，皮肤问题就会得以解决．

１．４　气血理论
气与血均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

的基本物质，在人体组织的生理功能活动中，二

者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相互依存．气是血生成

和运行的动力，血是气的物质基础和载体［１］．气

以推动、温煦为主，血以营养、滋润为主．与人体

其他脏腑组织器官相同，皮肤也需要气血的温

煦、滋润和濡养，气血充足、气血通畅，在皮肤上

才能表现出润泽健康；相反，如果气血亏虚、气

血运行不畅，则会导致气血不能上荣于面，失于

濡养而见面色淡白或苍白而无光泽．因此，气血

不仅是机体运行的物质基础，更是皮肤美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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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基础［５］．可以通过调节气血的方式改善皮

肤微循环，进而改善由于气血亏虚、运行不畅导

致的各类皮肤问题，如采用四物汤加减的活血

养颜方，改善气血微循环，实现多重功效，从根

本上解决肌肤问题，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健康．

１．５　体质学说
体质，是人体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调养基础

上表现出来的功能（包括心理气质）和形态结

构上相对稳定的固有特性．中医理论的体质分

类是为了更好地对不同体质人群进行用药和养

生保健的临床指导．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

中医体质学说认为，人体的生理活动或体内发

生病变，都会反映到体表．形体的肥瘦、肌肉的

松紧、皮肤的弹性、皮脂分泌的多少、头发的质

地与疏密等，都与体质密切相关．因此，可以针

对不同体质的皮肤进行研究，根据其独特的皮

肤特点和症状，提出对应的护理重点，通过内服

外用来调理体质，进而改善肌肤问题．

中医理论将人体体质类型划分为 ９种，１

种平和体质，８种偏颇体质（即气虚质、阳虚质、

阴虚质、湿热质、痰湿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

质）．平和质为相对健康的人群的体质，面色红

润、明润含蓄，头发稠密有光泽，皮肤状态比较

理想，皮肤调理以预防为主，应注意保湿和防

晒；气虚质常见面色淡白无光泽、皮肤缺乏弹

性，应注意补水保湿和抗衰；阳虚质易畏寒，气

血不荣于面，应注意抗衰、补充营养；阴虚质易

上火、阴液不足而皮肤干燥，应该注重补水保

湿、控油抗炎；湿热质、痰湿质皮肤多出油、易生

痤疮，应该注重皮肤的清洁、清爽、控油；血瘀质

和气郁质皮肤多见暗沉、色斑，应注意美白、祛

斑；特禀质容易敏感，会出现皮肤过敏、瘙痒等

现象，护肤要慎重，可选择配方简单、舒缓的化

妆品．由此可见，不同体质的养颜方式不同，体

质差异化养颜尤为重要［６］．

２　应用于化妆品开发的中药组方
技术

　　中医用药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复方即

配伍组方，二是中药炮制．二者都是中医药理论

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中药应用于临床诊治疾

病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过程．

２．１　配伍组方
中药复方主要是根据“君臣佐使”的组方

理论和“七情配伍”的组方原则进行的．关于

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最早见于《黄帝内

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病之为君，佐

君之为臣，应臣之为使．”［４］君药是针对主病或

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臣药含意有两个，

一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

物；二是针对重要的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

用的药物．佐药即配合君药、臣药以加强治疗作

用，或直接治疗次要兼证的药物．使药为调和

药，即具有调和方中诸药作用的药物．

“君臣佐使”组方思想自古传承并沿用至

今，化妆品植物原料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组方配

伍具有实际意义［７］．在解决某一具体皮肤问题

时，对皮肤的症状进行辨证分析和归纳总结，得

出解决方案后，采用“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对

症下药，全面解决皮肤问题，也是中医整体观念

的一种体现．

清代医家徐灵胎说：“药有个性之专长，方

有合群之妙用．”［８］中药的功用各有所长、也各

有所短，只有通过合理的组织，发挥其综合作

用，使各具特性的药物组成新的有机整体，才能

发挥出最优的药效作用，而这个整合诸药的过

程就称为配伍．由此可知中药组方中配伍的重

要性．《神农本草经》［９］将各药物的配伍关系归

纳为“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

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凡此七情，合而视

之．”这也就是常说的“七情配伍”．分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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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行就是单用一味药来治疗某种病情单一的疾

病；相须是用两种功效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以

增强原有药物的功效；相使是一种药物为主，另

一种药物为辅，两药合用，以辅药提高主药的功

效；相畏是一种药物的毒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

物所抑制；相杀是一种药物能够消除另一种药

物的毒副作用；相恶是一种药物能破坏另一种

药物的功效；相反就是两种药物同用能产生剧

烈的毒副作用．

中药七情配伍原则可以运用到化妆品研发

中．上述七情中除单行外，相须、相使可以起到

协同作用，能提高疗效，是最常用的配伍方法，

如石斛和玉竹相须为用，保湿补水效果１＋１＞

２；相畏、相杀可以减轻或消除毒副作用，以保证

用药安全，是使用毒副作用较强药物的配伍方

法．在化妆品研发中，可以利用这一原理来解决

化妆品配方中防腐剂、香精香料、表面活性剂等

原料带来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刺激和副作用，通

过选取某些能够降低副作用的物质，将风险降

到最低．相恶则是因为药物的拮抗作用，抵消或

削弱其中一种药物的功效；相反则是药物的相

互作用，能产生毒性反应或强烈的副作用，所以

相恶、相反是配伍用药的禁忌．

２．２　炮制技术
中药炮制是遵循中医药基础理论，根据临

床判断辨证施治用药的需要和药物自身性质，

选择适当的工艺，将药材加工为能直接用于临

床配方的一项传统制药技术．炮制技术在中药

的生产使用过程中十分重要，其目的有纯净分

拣药材、切制饮片、干燥药材、去除药品味道、降

低毒副作用、增强药物功效、改变药物性能、引

经入药等．

将中药用于化妆品开发，也是传统与现代

科技结合的典范．通过中药炮制技术，富集中药

的功能成分，强化其在化妆品中的功效，或者降

低某些成分的副作用，弱化其危险性，使美容中

药成分得以安全、高效地被利用［１０］．“发酵”、

“油炙”等技术已被广泛应用到化妆品研发中，

表明中药的炮制技术在其中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３　中草药化妆品研发常见问题与
对策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６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

《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这是我国首次发布关

于中医药发展情况的白皮书，从中医药的特点、

发展历程、传承与发展、国家政策和主要措施，

以及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对我国中医

药的发展过程和现状进行了概述．国家已把中

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推进新时期中医

药事业发展做出了系统性部署［１５］．作为国粹瑰

宝，中医药理论和中药组方技术应用于化妆品

行业必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并能以其独特的

东方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立于世界之林．

鉴于中草药含有各种天然活性成分，正以

其安全、温和、持久、高效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

美白、防晒、保湿、抗衰、毛发护理等产品中．另

外，一部分中草药还被作为天然香料、抗菌防腐

剂等应用于化妆品配方．目前大多数美白化妆

品是以酪氨酸酶为作用靶点，利用黄酮类、多酚

类、鞣花酸等中药有效成分抑制酪氨酸酶活性

的作用，如添加当归、红花、人参、甘草、白蔹等，

以实现美白功效．将黄芩、芦荟、紫草、沙棘、甘

草等添加到防晒产品中［１１］，利用其中草药活性

成分吸收紫外线、防止氧自由基形成等功能可

达到防晒效果，并防止皮肤免疫系统和角质细

胞的衰退，修复皮肤，延缓衰老．利用白及、竹茹

等中草药提取物所含羟基可以与水以氢键形式

结合，形成锁水膜的特性，将其添加于化妆品，

可防止皮肤水分流失；合欢花等植物提取物中

含有神经酰胺成分，将其添加于化妆品，有效成

分能够渗入皮肤角质层与水结合，修复缺乏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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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皮肤屏障，提高保水能力；利用筋骨草促进

水通道蛋白 ＡＱＰ３表达、增强水分子跨膜通透

性，以及紫苏、紫草、千屈菜等中药提取物抑制

透明质酸酶活性、减少透明质酸降解等特性，将

其添加于化妆品，均可有效提高皮肤保湿效

果［１２－１４］．

而从现实情况看，尽管目前国内外诸多化

妆品品牌致力于回归自然、绿色健康发展，但是

多数品牌存在两种问题：一是仅在配方中添加

了中草药成分，以单味中草药或是中药组方为

卖点，忽略中医理论的整体性．二是仅引入了中

医理论中的某些概念，内涵浅显，未能挖掘中医

思想精髓．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大

部分化妆品公司缺少真正中医学专业的工作人

员，不能真正理解并掌握中医药理论的内涵，开

发的产品虽然有中草药的影子，貌似与中医药

有关，但实际上运用得很牵强．另外，化妆品行

业迅猛发展，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也不断加快，

国内诸多体现中草药护肤理念的品牌间竞争激

烈，同时这些民族品牌还共同面临着日本、韩国

等国外宣称汉方本草护肤品牌强有力的竞争．

在这种双重夹击的现实面前，为了迎合消费者

喜好，国内很多品牌都争相模仿韩日产品，不能

体现本土品牌的特色，也无暇通过深入研究来

实现中医药理论与化妆品开发的科学融合．

中草药化妆品研发不能简单地选取几味中

草药提取物加入化妆品中，更不能机械地照搬

照抄古人遗留下的药方，而是要正确理解并掌

握中医药理论，在中草药化妆品的发掘、继承和

推广中有所创新．如此才能打造品牌特色，形成

核心竞争力．

一要有思想．思想引领科技，科技引领技

术，技术引领产品．要基于中医药理论，突显自

身特色．中国拥有５０００多年的历史文化，在发

展进程中兼容并蓄、开放创新，中医药理论作为

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理应得到继承与发展．我

国化妆品企业应当明确，只有赋予产品以中国

传统文化内涵，才能与西方先进技术下的化妆

品比肩．

二要融入科技．将中医药理论与中药组方
技术应用于化妆品研发，必须学习借鉴现代科

学技术，坚持古为今用．化妆品研发是多学科交
叉的领域，应当通过联合医药生产、生物工程技

术和精细化工等各相关领域的专家，以跨学科

联合攻关模式开展化妆品的研究与开发．

三要重品质．品质是产品的生命力．要打造
名品，就要品质至上，严把质量关．中草药的选

取既要保证确切的功效，也要符合化妆品行业

的相关法规要求；提取、配方、工艺流程等方面

均需严格把控．

四要大创新．创新驱动，引领未来．创新驱
动已经列为国策，在国家大背景的观照下的化

妆品领域显然会出现新的格局，“渠道为王”的

时代已经过去，“产品为王”的时代即将来临，

而创新作为产品的驱动力显得尤为重要．只有
努力实现中医药理论之应用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化妆品科技发展相融合，

才能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妆事业，使中国品

牌的化妆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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