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７年５月 第３２卷 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Ｖｏｌ．３２Ｎｏ．３Ｍａｙ２０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１０

作者简介：朱文驿（１９９４—），女，湖南省澧县人，北京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防晒化妆品．

通信作者：孟宏（１９６９—），女，河北省滦南县人，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医药美容、皮肤养生保健及

植物（中药）化妆品的研发与临床疗效．

引用格式：朱文驿，邓小锋，孟宏．基于传统中医方药的晒后修复化妆品研究进展［Ｊ］．轻工学
报，２０１７，３２（３）：２７－３２．
中图分类号：ＴＱ６５８；Ｒ２６８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６－１５５３．２０１７．３．００５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１５５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２７－０６

基于传统中医方药的晒后修复化妆品研究进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ｓｍｅｔｉｃｓｗｉｔｈｓｕｎｂｕｒｎｔｒｅ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关键词：

晒后修复；日晒疮；中

医方药；清热解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ｕｎｂｕｒｎｔｒｅ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ｓｏｌａｒ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ｄｅｔｏｘ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朱文驿，邓小锋，孟宏
ＺＨＵＷｅｎｙｉ，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ＭＥＮＧＨｏｎｇ

北京工商大学 中国化妆品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ＣｈｉｎａＣｏｓｍｅｔｉｃ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８，Ｃｈｉｎａ

摘要：基于晒伤的病因病机分析，以及从古代医学典籍和中药临床应用中筛选

出具有清热解毒、治烫伤、治晒斑／疮等作用的晒后修复中医方药的归纳总结，
指出，具有晒后修复功能的中医方药对于日晒疮的治疗有一定的作用，可将其

应用于晒后修复化妆品的开发；晒伤严重的晒后修复，辅以清凉镇痛方药，有助

于增强患者的舒适感和心理上的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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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与自然老化相比，太阳光给人类皮肤带来

的急性损伤和慢性损伤更为严重．太阳光由 ＞
９５％的 ＵＶＡ（４００～３１５ｎｍ）、＜５％的 ＵＶＢ
（３１５～２８０ｎｍ）和被臭氧层与大气层完全吸收
的ＵＶＣ（２８０～１００ｎｍ）组成．当皮肤受到 ＵＶＡ
和ＵＶＢ照射超过所能承受的剂量时，会产生急
性皮炎，轻者可见红斑，境界鲜明；重者可发生

水肿或大疱，感觉瘙痒、灼热、疼痛．对于晒后修
复，现代研究多集中于损伤细胞（角质形成细

胞和成纤维细胞）的修复作用对体内内源性抗

氧化酶和ＭＤＡ的影响，以及对皮肤氧化应激和
ＤＮＡ损伤的影响［１－３］．现在市售晒后修复类产
品主要从修复损伤细胞的角度出发，再添加一

些细胞活化因子，普遍缺乏针对日光物理性急

性晒伤和继发性光敏性皮炎的修复功能［４］．
中医理论认为，阳光温暖其性属火，火热之

邪易致肿疡、火邪易生风动血，可引起皮肤红

斑、肿胀瘙痒．中医对此类损伤无明确区分，至
明朝时期正式命名为“日晒疮”．从损伤程度来
看，日晒疮的病理表现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

急性晒伤．现代医学中，晒伤日照性皮炎即日光
性皮炎，又称日晒伤或晒斑，是正常皮肤经暴晒

后产生的一种急性炎症反应，表现为红斑、水

肿、水疱、色素沉着、脱屑．有研究者曾对植物防
晒剂的古籍进行了筛选研究，主要关注促进伤

口愈合、美白等功效的中草药［５］，但未关注去除

肌肤邪热、解毒止痒的具有晒后修复作用的方

药．中医方药中清热解毒、治烫伤、治晒斑／疮的
方药与现代晒后修复相似．本文拟在分析日晒

疮病因病机的基础上，对具有防晒功效的这些

中医方药的修复机理和临床应用情况进行归纳

总结，以期为防晒和晒后修复方药的改进提供

参考．

１　日晒疮的病因病机

华佗将晒伤描述为“身如火烧，紫斑烂然

者”和“夏日斑”，认识到晒伤的发病时间为夏

天［６］．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记载，“风
毒肿者，其先赤痛炎热，肿上升瘭浆，如火灼

也”．其中瘭浆即属于急性晒伤的范畴［７］．朱震
亨总结晒斑的症状和发病原因，称：“斑属风热

挟痰而作，自里而发于外，通圣散中消息，当以

微汗散之，切不可下．内伤斑者，热之病发于外，
微汗以散之，若下之非理．疹属热与痰，在肺清
肺火降痰，或解散出汗，亦有可下也．发则多痒
或不仁者，是兼风兼温之殊，色红者，兼火化

也．”［８］吴昆认为，日晒的斑疹病因病机为：“无
热不斑，无湿不疹，此二言者，斑疹之大观也．其
致疾之由，则有风、寒、暑、湿之殊；辨证之法，则

有表、里、虚、实之异．此在人之自悟，非可以纸
上尽也．”［９］申斗垣发现日晒疮是由日晒过度
所导致：“日晒疮，三伏炎天，勤劳之人，劳于工

作，不惜生命，受酷日曝晒，先疼后破而成疮者，

非血气所生也．”［１０］名医陈士铎于《外科秘录》
中写道：“日晒疮，乃夏天酷烈之日曝而成者

也，必先痛而后硬，非内热所损也．大约皆奔走
劳役之人与耕田胼胝之农夫居多，安闲之客安

得生此疮乎？故止须消暑之药，如青蒿一味饮

之，外用末药服之即安．”［１１］

现代医学认为：在日光暴晒下，由于个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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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体质较弱，皮肤失去防御功能，导致太阳的

热毒进入皮肤表面，这类热毒不能被排出体外，

因此灼伤肌肤，导致日晒疮的发生．由此可以看
出，传统中医理论和现代医学对日晒疮的病因

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１）禀赋不耐．每个人的
皮肤抵御紫外线的能力不同，根据国际分类标

准Ｆｉｔｚｐａｔｒｉｃｋ，将日光反应性皮肤类型分为Ⅰ—

Ⅵ型，中国女性人群（以北京、广州、上海、成都
城市女性为例）中皮肤类型以Ⅲ型（有时发生
日晒红斑，有些晒黑）为主，其次是Ⅱ型（易生
日晒红斑，轻微晒黑）和Ⅳ型（很少发生日晒红
斑，中度晒黑）［１２］，皮肤类型的差异主要由遗传

基因决定．２）腠理失却其致密防卫之功，以致
阳热毒邪侵入体表．日晒给皮肤造成损伤，导致
皮肤抵御紫外线的能力变弱，发生以下改变：

ＵＶ诱发超氧化物的产生，降低体内抗氧化酶
的活性，改变基因组成的结构和功能，激发各种

信号通路，导致皮肤基质的降解，诱发细胞凋

亡．不仅如此，紫外线还能造成表皮中朗格汉斯
细胞数目减少，骨架和形态改变，呈递抗原性受

到抑制，出现免疫抑制，最终导致皮肤屏障功能

减退［１３－１５］．３）蕴郁肌肤不得外泄，焦肤伤肌而
导致发病．低剂量的日光照射，皮肤具有自我修
复的功能，若损伤过度，则会出现日晒红斑，并

伴有如下病理现象产生：紫外线照射后出现红

斑的早期，真皮乳头层毛细血管扩张，白细胞游

出，液体渗出；进一步发展可出现毛细血管内皮

损伤，血管周围出现淋巴细胞和多形核细胞浸

润等炎症反映，同时表皮基底层出现液化变性，

棘层细胞层部分表现为胞质均匀一致，嗜酸性

染色，核皱缩，深染，即所谓“晒伤细胞”．这种
变性细胞周围可有海绵样水肿、空泡形成，并伴

有炎性细胞浸润［１６］．这与中医对日晒伤的描述
一致：毒热之邪侵袭肤表，则肌肤暴露部位出现

红灼热、漫肿；毒热郁于肌肤，蕴热化湿，湿热

俱盛，则生水疱、糜烂；若热毒入里，劫灼阴液，

则发热、头痛、恶心、谵妄［１７］．

综上所述，日晒疮的病因病机为：盛夏酷

暑，日光暴晒，加之禀赋不耐，腠理失却其致密

防卫之功，以致阳热毒邪侵入体表，蕴郁肌肤不

得外泄，焦肤伤肌而导致发病［１８］．

２　具有晒后修复功能的中医方药

２．１　清热解毒
医学古籍认为日晒疮都是“热”所致，故可

利用清热解毒之药达到清热邪、解热毒的效果．
已有临床研究表明，清热解毒方药的外部涂抹

能够有效地消退红斑水肿［１８］．细数古代和现代
医籍，清热之方药不知其数．

《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中的清热活血化毒

膏，其组成为乳香、苍耳子、甘草、冰片，加入黄

连膏，共捣烂合膏，外敷．主治皮肤疮疡，能够清
热活血，祛风化湿，解毒［１９］．若患者体内多夹湿
夹瘀，可用此方．《会约》中的清热泻火汤．主治
目暴痛，赤肿羞明．组成为生地、赤芍、白芷、川
芎、荆芥、大黄（酒炒）、薄荷、羌活、防风、连翘、

甘草、黄芩、山栀（炒黑）、独活，水煎服用［２０］．生
地、赤芍、黄芩、山栀（炒黑）、连翘、甘草为清热

之品，赤芍、川芎、大黄（酒炒）为活血之品，白

芷、荆芥、羌活、独活为祛风之品，薄荷具有疏风

散热、透疹之功效．《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学》中
的疏肝活血汤，功效为疏肝清热、活血化瘀，主

治日光性皮炎．其组成为柴胡、薄荷、黄芩、栀
子、归尾、赤芍、红花、莪术、陈皮、甘草，具有良

好药效［２１］．柴胡和解表里，具有疏肝、升阳之功
效，黄芩、栀子清降，归尾、赤芍、红花活血散瘀，

莪术破血行气，陈皮、甘草和中扶正．即使同为
清热方药，适用对象也不尽相同：热毒在血分

者，可配伍清热凉血药；火热炽盛者，可配伍清

热泻火药；夹有湿邪者，可配伍利湿、燥湿、化湿

药；热毒血痢、里急后重者，可配伍活血行气药

等．
２．２　治烫伤

古籍的烫伤、烧伤与现代的日晒伤均为毒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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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之邪侵袭肌表而成．烫伤药对烫伤创面具有
抗菌、消炎的功效，且能促进创面愈合［２２］．

《洪氏集验方》中记载有治烫伤之验方：将

大黄捣碎，调以美醋，敷疮上．大黄有凉血解毒
收敛作用，并对葡萄球菌和溶血链球苗有抑制

作用［２２］．《外科集验方》中治疗烫伤的方药有清
凉膏、黄柏散、蛤粉散．其中栀子仁、黄连（去
须）、白芷、生地黄、葱白、黄蜡、清麻油、黄柏、

大黄在以上３个方药中运用频繁．现代药理试
验表明，清凉膏、黄柏散具有抗炎和镇痛作用，

蛤粉散具有抗菌、消炎、消肿作用［２３－２５］．《疡科
心得集》中用白玉膏治湿毒疮、白泡疮、烫伤

等，收湿生肌长肉，甚有效．白玉膏能够促进创
面肉芽组织中表皮生长因子和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的分泌，从而促进伤口愈合［２６］．《用药心得十
讲———焦树德》中将地榆末与黄连素同研为均

匀细粉，用于治疗烫伤或烧伤，取得良好效

果［２７］．《历代本草药性汇解》中将地榆归为理血
类，指出地榆对治疗烧伤、烫伤和炎症的功效，

即地榆有收敛、生肌、抑菌等作用，可有效减轻

烧伤、烫伤早期组织水肿，降低毛细血管通透

性，减少渗出，保护创面，兼有利水、防止休克的

作用［２８］．
２．３　治晒斑／疮

《华佗神方》载有华佗治夏季中暑神方，其

病证为中暑忽倒，口吐白沫，将欲发狂，身如火

烧，紫斑烂然者，多不可救．方药为玄参、麦冬各
３两，天冬、青蒿各１两，升麻、荆芥、黄连、黄芩
各３钱，水煎服，一剂而斑色变淡，三剂而斑色
褪尽矣．华佗治夏日斑神方，用水洗净汗垢，研
密陀僧为末，以胡瓜蒂蘸擦数次，即愈［６］．玄参、
麦冬两味药是一个“药对”，可协同增强清热滋

阴的功效，天冬养阴润肺，青蒿解暑热，升麻、荆

芥、黄连、黄芩具有解毒之效．
《医方考》将晒后损伤表征为热斑、红斑．

主要方药有防风通圣散、消风散、调中汤、大建

中汤．主要含有防风、川芎、当归、麻黄、桔梗、甘

草、半夏等．防风、川芎、麻黄解表，当归和血，半
夏、甘草所以调中，皆健脾．防风通圣散在现代
临床应用上具有治疗皮疹、痤疮、银屑病等功

效．消风散具有抗炎、抗变态反应、抗过敏、止
痒、治疗接触性皮炎等功效．调中汤和解表里，
大建中汤则具有温中补虚，降逆止痛之功效［９］．

《丹溪治法心要》载：“一人发斑面赤，昏愦

谵语，脉洪而虚，按之无力，用人参、生地各０．５
两，附子１钱，大黄１．５钱，煎服之．不甚泻，夏
月用之效．疹属热与痰在肺，当清肺火降痰，或
以汗解．亦有可下者，通圣散加减．”［８］人参补
气，生地补阴，附子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

痛，大黄则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逐瘀通经

的功效．
《外科启玄》日晒疮，内宜服香茹饮加芩、

连之类，外搽金黄散、制柏散、青黛等药治

之［１０］．香连金黄散具有抗炎、镇痛的效果，制柏
散可治湿毒疮，青黛则具有清热、解毒、凉血的

功效．
《外科秘录》日晒疮，服止须消暑之药，如

青蒿一味饮之，外用末药服之即安［１１］．青蒿主
治暑邪发热、阴虚发热、夜热早凉、骨蒸劳热、疟

疾寒热、湿热黄疸．

３　晒后修复方药的临床应用

京万红软膏为传统中成药，具有活血解毒，

消肿止痛，去腐生肌的功效，常用于轻度水、火

烫伤，疮疡肿痛，创面溃烂等治疗．李晓鹏等［２９］

将京万红软膏与绿药膏（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

胶）作对比，观察二者对Ⅰ度日晒伤、Ⅱ度日晒
伤的治疗效果并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京万红软
膏比绿药膏更能促进日晒伤愈合，其愈合天数

更短．这是由于京万红软膏中多清热解表、活血
收敛的中草药．

刘龙友等［３０］将复方苦黄喷雾剂喷于创面，

治疗晒伤病例２０５例，晒伤至就诊时间为８～
２４ｈ．其治疗原则主要以清热、凉血、解毒透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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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肿止痛为主．临床结果表明，其止痛时间、愈
合时间、痊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并具有显著性

差异．
韩晓丽等［３１］用龙珠软膏治疗日光性皮炎

５９例，每天涂药１—２次，涂药３—７ｄ后全部患
者痛痒症状明显减轻，皮肤潮红减退，水泡基本

消失，且防护部位无新晒伤发生．龙珠软膏有清
热解毒、消肿止痛、祛腐生肌之功效，但用其治

疗日光性皮炎效果，与对照组炉甘石洗剂对比，

无显著性差异．
乔宏等［３２］采用自拟中药汤剂（清热除湿）

联合湿润烧伤膏治疗日光性皮炎，取得了良好

的治疗效果．３０例患者均在治疗５—１４ｄ后基
本痊愈，痊愈率为９６．６７％．其中患有急性光毒
性皮炎的患者，曾使用抗过敏等激素类药膏治

疗无明显效果，但使用湿润烧伤膏暴露治疗，每

日４次，最终痊愈．
吴韵华等［３３］对内服青蒿配方颗粒治疗日

光性皮炎进行了疗效观察，其有效治疗率为

９８．５０％．青蒿，味苦，辛，寒；归肝、胆经、三焦、
肾经；清透虚热，凉血除蒸，截疟，可用于暑邪发

热，阴虚发热，夜热早凉，骨蒸劳热，疟疾寒热，

湿热黄疸．笔者认为青蒿恰为清血分热的要药，
可推广用青蒿配方颗粒治疗日光性皮炎．

４　中医方药晒后修复化妆品的开发

由上述临床应用情况可知，具有晒后修复

功能的中医方药对于日晒疮的治疗有一定的作

用，可将其应用于晒后修复化妆品的开发．目前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且多为专利形式，如：

董银卯等［３４］发现晒后修复中药组合物包括沙

棘、银杏叶、荞麦叶、月见草、白花蛇舌草，这五

味中药具有保湿和晒后修复的作用．沙棘有跌
打瘀肿之功效，银杏叶有活血化瘀、止痛之功

效，荞麦叶有减缓痛肿之功效，月见草能祛风除

湿，而白花蛇舌草则具有清热解毒、抗炎的功

效．将该中药组合物制备成常用的护肤品剂型，

涂抹于受试者紫外照射后的红斑区域，治疗晒

后红斑的效果较好．麻本莲［３５］制备了一种主要

由中草药组成的晒后修复面膜，包含槐花、黄

岑、陈皮提取液、当归、蜂蜜、柠檬汁、丹参、吴茱

萸、珍珠粉、沙棘油等成分．不同年龄段的６０名

晒后试用者使用该面膜２个月，相比未试用者
肤色更均匀，皮肤更水润光泽，晒黑程度低于

７０％，表明该中草药晒后修复面膜具有明显改
善晒后皮肤状态的功效．王亚等［３６］发现中药组

合物包括蒲公英、当归、积雪草、益母草、红花、

金银花、艾叶、无患子、甘草、葛根等也具有晒后

修复功效．其中，蒲公英、积雪草、无患子、甘草
为清热类中药，当归、益母草、红花为活血类中

药，金银花、艾叶凉血止血，葛根解肌退热，发表

透疹．但该中药组合物具体的晒后修复效果未

公布．
现代晒后修复类化妆品主要在西医范畴进

行细胞层面的治疗，外加美白、抗衰等功效．中

国古代医学典籍针对晒后修复的方药较少，但

临床医学表明，清热解毒、治烫伤、治日晒疮的

药中皆有晒后修复的潜力．此外，古代方药还包

含了清凉、镇痛的中药，这正是现代晒后修复化

妆品所缺乏的．此外，晒伤严重的晒后修复，辅
以止痛方药，有助于增强患者使用方药的舒适

感和心理上的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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