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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简要概述白藜芦醇理化特性和来源的基础上,从抗皮肤光老化、抗皮肤氧化、抗皮肤色素沉着和抗

皮肤皱纹 4 个方面,对白藜芦醇在延缓皮肤衰老方面的作用功效及其在化妆品应用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指出,白藜芦醇具有显著的抗皮肤衰老功效,并已在众多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研究中得到证实;在化妆品领

域,白藜芦醇不仅以其保湿、紧致皮肤、美白及抗皱等多重抗衰老特性广泛应用于面霜、乳液及精华等多种产

品剂型中,而且通过纳米脂质体系统对其进行包埋和递送,可以有效改善它的透皮渗透能力,进而提升其整

体的护肤效果;然而,白藜芦醇仍存在稳定性较差、生物利用度低和高剂量口服具有一定毒性等问题,限制了

其在化妆品中的更广泛应用。 因此,未来还需对白藜芦醇进行全面科学的剂量研究和安全性评价,同时也需

要开展更多的临床研究来验证其效果并推动其应用,从而为白藜芦醇作为化妆品和美容类产品中具有抗皮

肤衰老的功能活性成分的开发和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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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皮肤作为人体最大的器官,承担着多重生理功

能,是人体抵御外界环境侵害和疾病的第一道防线。
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衰老的迹

象,因此,如何预防和延缓皮肤衰老一直是学术界和

美容行业高度关注的问题[1-3] 。 白藜芦醇是一种天

然的多酚类物质,主要来源于葡萄、虎杖、花生和桑

葚等植物,因其具有多种生物活性而备受关注。 研

究[4]发现,白藜芦醇具有抗癌、抗氧化、抗炎、保护

心血管系统、调节免疫及抗衰老等多种生理功效,在
医药、化妆品、食品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此外,已有多项研究[5-8] 证实,白藜芦醇在改善皮肤

状况、延缓皮肤衰老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这使其在

美容和皮肤病学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应用

前景。 本文拟在简述白藜芦醇的理化特性和来源的

基础上,从抗皮肤光老化、抗皮肤氧化、抗皮肤色素

沉着和抗皮肤皱纹 4 个方面,阐述其延缓皮肤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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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功效,对白藜芦醇在抗皮肤衰老化妆品中的

应用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归纳,并从安全剂量研究及

评价、临床实验和作用机制研究、提高稳定性等方面

对白藜芦醇在美容护肤领域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以期为白藜芦醇在抗皮肤衰老功效化妆品中的应用

提供参考。

1　 白藜芦醇的特性和来源

1. 1　 白藜芦醇的理化特性

白藜芦醇,在《国际化妆品原料标准中文名称

目录》(INCI,
 

International
 

Nomenclature
 

Cosmetic
 

In-
gredient)中的名称为 Resveratrol,化学名称为 3,

 

4’,
 

5-三羟基-1,2-二苯基乙稀(3,
 

4’,
 

5-芪三酚),别
名芪三酚。 白藜芦醇的熔点为 253 ~ 255

 

℃ ,升华温

度为 261 ℃ ,稳定性较差,容易氧化且光敏性高。 它

存在顺式和反式两种异构体结构,反式结构在空间

构型上处于同一平面,结构更加稳定。 白藜芦醇主

要存在于自然界植物中,且多以反式结构存在,而顺

式结构一般是在特定条件下,如发酵过程中的紫外

照射及高 pH 值等环境中,由反式白藜芦醇转化而

形成,故反式白藜芦醇通常比顺式白藜芦醇具有更

强的生物活性[9] 。

1. 2　 白藜芦醇的来源和获取方式

目前,至少在 21 科、31 属和 72 种植物的不同

部位,如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等,均发现有白藜

芦醇,且不同植物、不同部位的白藜芦醇含量存在显

著差异。 在植物体内,白藜芦醇主要以 4 种形式存

在,即反式白藜芦醇、顺式白藜芦醇、反式白藜芦醇

苷和顺式白藜芦醇苷,其中以反式白藜芦醇和反式

白藜芦醇苷为主[10] 。
白藜芦醇在葡萄、虎杖、花生、桑葚、樱桃、石榴、

蓝莓及某些坚果的果皮中含量相对较高,其获取方

法主要有植物提取法和合成法。 其中,植物提取法

是目前最常用的方法,主要包括溶剂提取法、超声波

提取法、微波辅助提取法、酶解提取法、CO2 超临界

萃取法、双水相萃取法及联合提取法等。 然而,由于

白藜芦醇在植物中的含量通常较低,加之原料易受

光照、温度和空气等外界条件的影响,这会导致白藜

芦醇的氧化或破坏。 因此,从植物中提取白藜芦醇

的效率不高且成本相对较高。 合成法作为获取白藜

芦醇的另一种途径,主要包括化学合成法和生物合

成法。 其中,利用化学合成法产白藜芦醇能耗较高,
产量和纯度偏低,且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 相比之

下,生物合成法具有占地少、操作简单、环境友好等

优点,因此通过基因工程手段构建重组菌株来生产

白藜芦醇,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11] 。

2　 白藜芦醇延缓皮肤衰老的作用功效

2. 1　 白藜芦醇的抗皮肤光老化作用

光老化是导致皮肤衰老和多种皮肤疾病的重要

因素[12-13] 。 白藜芦醇对皮肤具有较强的光保护作

用,这主要基于其强抗氧化活性和对紫外线( Ultra-
violet

 

Radiation,
 

UV)诱导的光老化相关信号通路因

子的有效调控。 B. N. Cui 等[14] 研究发现,白藜芦醇

对紫外线 B 波段( Ultraviolet
 

Radiation
 

B,
 

UVB) 诱

导的角质形成细胞 ( HaCaT) 和 ICR ( 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小鼠的光老化现象均有保护作用,
其作用机制可能包括:1) 通过抑制活性氧自由基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介导的丝裂原活化

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
和环氧化酶(Cyclooxygenase,

 

COX-2)信号通路,减
少 基 质 金 属 蛋 白 酶 (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MMPs)的表达和炎症因子的释放;2)通过促进核因

子红系 2 相关因子 2(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
lated

 

Factor
 

2,
 

Nrf2)信号通路来平衡 HaCaT 细胞和

ICR 小鼠皮肤中的氧化应激;3)抑制由半胱天冬酶

(Caspase)激活的抗细胞凋亡;4)通过血管内皮生长

因 子 - B (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B,
 

VEGF-B)的靶向作用,实现抗氧化和抗凋亡功效。
J. E. Lee 等[15]的研究也指出,白藜芦醇及其衍生物

可通过抑制 MAPKs 和蛋白激酶 B / 哺乳动物雷帕霉

素靶蛋白(Protein
 

Kinase
 

B / Mammalian
 

Target
 

of
 

Ra-
pamycin,

 

Akt / mTOR)信号通路,减少 UVB 诱导的

MMP-1 表达,对抗皮肤衰老具有积极作用。 况晓

东等[16]研究了白藜芦醇(口服 60
 

mg / kg)对光老化

模型 SD 大鼠皮肤的影响,发现白藜芦醇能够明显

提高抗氧化物酶的活性,减少氧化产物的生成,从而

对抗皮肤光老化并有效改善皮肤状态。 因此,白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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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醇可以通过清除 UV 诱导产生的自由基,调控光

老化相关信号通路,抑制 MMPs 的活性以减少胶原

蛋白的降解,进而发挥其抗皮肤光老化的作用。
2. 2　 白藜芦醇的抗皮肤氧化作用

作为一种高效的抗氧化剂,白藜芦醇能够提供

氢原子,有效中和氧化应激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对
由于被氧化引起的皮肤衰老现象具有预防和治疗的

作用[17] 。 研究[18] 表明,白藜芦醇能够激活与哺乳

动物细胞再生和抵抗力密切相关的长寿因子———去

乙酰化酶(Sirtuin),来延缓皮肤老化过程并减轻氧

化应激引起的损伤。 邹灵秀等[19] 研究了白藜芦醇

对兔成纤维细胞氧化应激的影响,发现适当浓度

(50
 

μmol / L)的白藜芦醇能有效减轻兔成纤维细胞

的氧化应激损伤,提高细胞的存活率;而较高浓度

(100
 

μmol / L)的白藜芦醇则会对兔成纤维细胞造

成损伤。 高进涛等[20]探究了白藜芦醇对 H2O2 诱导

的 HaCaT 细胞氧化应激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其作用

机制,发现白藜芦醇能够通过提升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 - Px) 的活性水平,
恢复细胞活力,减轻细胞的氧化损伤。

在众多的体内及临床实验中,已有较多研究和

报道证实了白藜芦醇在保护和预防皮肤氧化应激损

伤方面的突出功效。 C. Alonso 等[21] 比较了表儿茶

素、槲皮素、芦丁、托洛克斯和白藜芦醇 5 种多酚物

质外用后对皮肤抗氧化作用的影响,发现白藜芦醇

对自由基的抑制作用更强, 且经皮吸收效果更

好[22] 。 R. Yutani 等[23] 制备了一种含有白藜芦醇的

微乳凝胶,该凝胶能够显著提高白藜芦醇在豚鼠皮

肤中的递送量,对皮肤的氧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减缓皮肤由于 UV 照射引起的氧化损伤。 H. Abbas
等[24]制备了一种基于山嵛酸甘油酯的白藜芦醇脂

质纳米粒,与白藜芦醇混悬液相比,该白藜芦醇脂质

纳米粒能显著改善大鼠皮肤在户外 UV 照射下所导

致的皮肤抗氧化能力下降、炎症反应、皱纹及光老化

现象。 由此可知,白藜芦醇通过有效抑制自由基在

皮肤中的积累发挥其抗皮肤氧化作用,能够明显减

轻皮肤的氧化应激损伤,有效延缓皮肤老化的进程。

2. 3　 白藜芦醇的抗皮肤色素沉着作用

白藜芦醇能够通过多种机制有效抑制黑色素的

合成,相较于其他降色素剂展现出更广阔的应用前

景。 白藜芦醇不仅能直接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还
能通过影响酪氨酸酶的转录或在转录后进行调节间

接抑制其活性[25-26] 。 此外,白藜芦醇还具有抑制黑

色素生成酶活性的作用,并能够作用于角化细胞,调
节黑色素细胞的功能[27] 。 Y. C. Boo 等[2] 研究发现,
白藜芦醇对人酪氨酸酶活性具有较强的抑制能力

( IC50 为 0. 39
 

μg / mL),抑制率高于香豆酸( IC50 为
 

0. 66
 

μg / mL)和熊果苷( IC50 >100
 

μg / mL),证实了

其美白皮肤的功效。
在动物实验中,C. B. Lin 等[28] 研究发现,外用

1%(若无特指,物质前的百分数均指质量分数) 的

白藜芦醇能明显提亮尤卡坦猪的皮肤色泽,且在实

验过程中未出现刺激或其他不良反应,此外,该质量

浓度的白藜芦醇还能显著减轻由 UVB 照射引起的

皮肤晒黑现象。 T. H. Lee 等[29]评估了外用 1%的白

藜芦醇对 UVB 照射诱导的皮肤色素沉着豚鼠模型

的影响,发现白藜芦醇通过减少酪氨酸酶相关蛋白

1 和 2( Tyrosinase-Related
 

Protein,TRP - 1 和 TRP -

2)、小眼畸形相关转录因子( Microphthalmia
 

Tran-
scription

 

Factor,
 

MITF)和多巴色素互变酶( dopach-
rome

 

tautomerase,
 

DCT) 的表达来抑制黑色素的合

成,从而有效降低皮肤的色素沉积。 秦瑶等[30] 通过

UVB 连续照射建立了花色豚鼠的皮肤黑化模型,并
在豚鼠褐色无毛部位连续 30

 

d 涂抹含有不同美白

成分的化妆品样品,发现白藜芦醇与熊果苷的联合

使用能显著减少皮肤组织中黑色素颗粒的形成和分

布,美白效果明显。 在人体的临床实验中, S. H.
Kwon 等[31] 评估了含有脂质体包裹的 4 -正丁基间

苯二酚和白藜芦醇的乳膏对 21 例黄褐斑女性患者

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发现治疗开始 2 周后,患者的

黄褐斑症状即有所改善,且在研究期间未出现不良

反应。 Y. Wu 等[32]对 15 名健康受试者的背侧皮肤

进行反复 UV 照射以诱发皮肤晒黑现象,发现涂抹

1%的白藜芦醇乳膏可以抑制细胞损伤,有效降低晒

黑程度,从而减轻由 UV 引起的皮肤晒伤和晒黑问

题。 D. J. Jo 等[33]和 J. H. Ryu 等[34]分别研究了白藜

芦醇甘油三酯和三醋酸白藜芦醇在人工晒黑模型中

对皮肤色素沉着的抑制效果,发现受试者的前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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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 诱导产生色素沉着后,连续使用实验样品 6 ~ 8
周,能显著减轻色素沉着的强度,提高皮肤亮度和白

皙度,且在测试期间未出现不良的皮肤反应。 贾丽

丽等[35]对白藜芦醇的外用美白功效和安全性进行

了临床评估,发现约 65%的受试者在外涂白藜芦醇

试样后,皮肤亮白程度得到中度至显著的提升,约
60%的受试者对治疗效果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综

合诸多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结果,可以证实白藜芦

醇能够通过抑制黑色素生成酶的活性,减少皮肤中

黑色素的合成,从而减轻色素沉着,实现美白皮肤的

功效。

2. 4　 白藜芦醇的抗皮肤皱纹作用

皱纹是皮肤老化的一个显著标志,抗皱以延缓

皮肤衰老一直是美容和皮肤病学领域研究的重点。
B. N. Cui 等[14]研究了白藜芦醇对 UVB 照射诱导的

皮肤老化模型 ICR 小鼠皮肤的改善效果,发现经白

藜芦醇处理后,小鼠背部皮肤的粗糙程度和皱纹深

度均显著降低,皮肤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J.
Kim 等[36]的研究表明,口服白藜芦醇可提高 UV 照

射小鼠皮肤中 Nrf2 和 HO-1 的蛋白水平,同时降低

MMP-1 和 MMP-9 的蛋白表达水平,证实了白藜芦

醇在减轻 UV 引起的皮肤水肿和皱纹方面具有积极

作用。 L. Subedi 等[12] 探讨了从转基因大米中提取

的白藜芦醇在预防 UVB 诱导的皮肤老化和皱纹形

成方面的作用机制,发现白藜芦醇通过下调 MMP-1
和 ROS 水平、 上调转化生长因子 (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
 

TGF-β)和Ⅰ型前胶原( Procol-
lagen

 

Type
 

Ⅰ,
 

PIP-1)表达两种机制,可有效防止

和延缓 UVB 引起的皮肤老化和皱纹的产生。 D.
Buonocore 等[37]在 50 名受试者中进行了一项安慰

剂对照双盲的研究,发现在膳食中补充白藜芦醇和

原花青素 60
 

d 后,受试者的皮肤保湿性和弹性均有

所改善,皮肤的粗糙度和皱纹深度也有明显减少。
G. M. S. Goncalves 等[38] 评估了含有反式白藜芦醇

的外用制剂对大鼠脱皮后皮肤恢复和再生的影响,
发现白藜芦醇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增加真皮

和表皮的厚度,进而提高皮肤的紧致度和弹性,减少

皱纹,使皮肤呈现出年轻化的状态。 由此可见,白藜

芦醇能够通过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对胶原蛋白的降

解,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从而减轻皮肤的粗糙程度

和皱纹深度,实现其抗皱的美容功效。
综上,白藜芦醇具有显著的抗皮肤光老化、抗皮

肤氧化、抗皮肤色素沉着及抗皮肤皱纹作用,从而有

效延缓皮肤衰老,其分子作用机制及对信号通路的

调控机制见图 1。

图 1　 白藜芦醇延缓皮肤衰老的分子作用
机制及其对信号通路的调控机制

Fig. 1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resveratrol
 

to
 

delay
 

skin
 

aging
 

and
 

its
 

regulation
 

of
 

signaling
 

pathway

3　 白藜芦醇在化妆品中的应用

　 　 国内外有关白藜芦醇在化妆品应用领域的研究

日益增多,诸多临床实验结果证实了白藜芦醇对于

改善皮肤状况具有显著作用。 J.
 

Igielska-Kalwat
等[39]评估了一款含有白藜芦醇的化妆品乳剂对受

试者皮肤水合作用的影响,发现该乳剂不仅具有保

湿和紧致皮肤的功效,还能全面提升皮肤状态。 L.
B. A. Oliveira 等[40]在一项临床实验中发现,在暂停

使用防晒霜的情况下,连续 45
 

d 使用含有 10%的白

藜芦醇乳液能明显改善大多数受试志愿者的毛孔粗

大和色素沉着问题。 P. Farris 等[41] 在对 55 名健康

女性进行的临床实验中发现,每晚涂抹含有 1%
 

的白

藜芦醇面霜连续 12 周,受试者皮肤的皱纹、松弛度、
弹性、色素沉着、光泽度和粗糙度均发生了明显改善,
证实了该面霜在真皮重塑方面具有显著效果。 为了

提升白藜芦醇的稳定性和透皮吸收效果,降低其对皮

肤的刺激性,充分发挥其对皮肤的保护和修复作用,
近年来,通过纳米脂质体和固体脂质纳米颗粒等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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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对白藜芦醇进行包埋和递送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X. C. Zhang 等[42]开发了一种高效的白藜芦醇纳米脂

质体系统,该系统能够有效增强白藜芦醇的透皮渗透

能力,提升对皮肤的护理效果,在临床实验中表现出

明显的抗皱和美白功效,抗皮肤衰老效果突出。 M.
Liu 等[43]制备了一种负载白藜芦醇的纳米脂质体凝

胶,该凝胶不仅能显著提升白藜芦醇在 UV 照射下的

稳定性及在表皮层中的蓄积能力,还能有效清除自由

基,减少皮肤损伤,对光老化引起的小鼠皮肤红斑、皱
纹和氧化应激损伤有显著的改善效果。 此外,白藜芦

醇三醋酸酯、白藜芦醇甘油三酯、乙酰化白藜芦醇、白
藜芦醇苷等白藜芦醇的衍生物,可以在改善皮肤状况

和延缓皮肤衰老等方面表现出更高的生物活性和稳

定性[2-3,15] 。 综上所述,白藜芦醇在面霜、乳液及精华

等不同化妆品剂型中的应用显示出其多方面的护肤

优势,不仅能够保湿和紧致皮肤,实现提供美白和抗

皱等抗皮肤衰老的功效,还能显著提升受试者皮肤的

整体状况。 此外,通过纳米脂质体系统对白藜芦醇进

行包埋和递送,可以明显增强白藜芦醇的透皮渗透能

力,进一步提升其护肤效果。
目前,白藜芦醇已被列入《国际化妆品原料标

准目录》 ( INCI),并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FDA)的 GRAS(公认安全)安全性评价[1,44] ,但

欧盟、美国和日本尚未对化妆品中白藜芦醇的使用

量设定明确的限制标准[45] 。 在我国,白藜芦醇也被

列入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已使用化妆品

原料目录(2021 年版)》 [46] ,且该目录规定,在驻留

类产品中白藜芦醇的最高历史使用量为 5%。 此

外,《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47]并未对白藜芦醇的使

用提出其他要求,相关研究
 [48] 也显示,白藜芦醇对

皮肤和眼睛均无刺激性,且无遗传毒性,这表明白藜

芦醇应用于化妆品生产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但有实

验发现,口服高剂量的白藜芦醇具有一定的毒性,可
能引起头痛、嗜睡、血电解质改变和皮疹等毒性作

用[3] ,这可能是影响白藜芦醇应用于口服类美容等

产品中的主要因素。 相较于口服途径,局部递送和

外用涂抹被认为是白藜芦醇更安全且更有效的应用

方式。 对国内市场上含有白藜芦醇的化妆品产品信

息进行检索和调研(见表 1)发现,白藜芦醇已经在

包括面霜、精华、乳液、化妆水、面膜及粉底液在内的

多个品类的化妆品中实现了规模化应用。 因此,白
藜芦醇不仅在抗氧化、肤色提亮、皱纹改善及肌肤紧

致等方面表现优异,还展现出抗炎、杀菌及保湿等多

重护肤功效[49] 。 由此可知,白藜芦醇作为一种外用

涂抹成分,以其高安全性、低刺激性及明显的抗皮肤

衰老功效而备受关注。

表 1　 市场上部分典型的含白藜芦醇化妆品产品的相关信息
Table

 

1　 Information
 

of
 

some
 

cosmetic
 

products
 

containing
 

resveratrol
 

on
 

the
 

market
类型 名称 功效 产地

面霜

Replenix 绿茶多酚修护面霜 抗氧化、改善细纹、去除暗哑 美国

Madre
 

Labs 绿茶护肤面霜 修复、抗氧化、保湿、提亮肤色 美国

M. Asam 安诗慕葡萄籽日晚霜 抗皱抗衰老、补水修护、强韧保湿 德国

欧缇丽白藜芦醇提升紧致面霜 淡纹、紧致、滋润 法国

Aspect 爱仕珀白藜芦醇紧致面霜 抗氧提亮、紧致淡纹、保湿强韧 澳大利亚

Daisy&Gloria 白藜芦醇玫瑰精粹面霜 抗氧化、弹润、焕白 中国

春日来信维 C 初活焕亮面霜 提亮、抗皱、紧致 中国

精华

城野医生美白淡斑精华 淡化色斑、改善暗沉、提亮肤色 日本

修可丽夜间修护肌活精华露 抗氧化、修护、紧致 美国

The
 

Ordinary
 

白藜芦醇阿魏酸面部精华液 抗氧化、嫩白提亮、水润保湿 加拿大

sesderma 白藜芦醇精华 改善暗沉、抗皱、紧致、修护 西班牙

透真虾青素原液 改善暗沉、抗皱、提亮肤色 中国

百植萃白藜芦醇精华液 保湿、提亮肤色、抗氧化 中国

伊肤泉莱菲思白藜芦醇安瓶精华液 抗氧化、提亮肤色、紧致、保湿 中国

乳液
白本元白藜芦醇时光精华乳 抗氧化、抗糖化、调节干燥暗黄 中国

荟诗冰酒倍润修护保湿乳 滋润舒缓、提亮肤色、修护调理 中国

　 注:产品功效信息来源于产品的电商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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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概述白藜芦醇的理化特性和来源的基础

上,从抗皮肤光老化、抗皮肤氧化、抗皮肤色素沉着

和抗皮肤皱纹 4 个方面梳理了其在延缓皮肤衰老过

程中的作用机制,并对其在抗皮肤衰老化妆品中的

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指出:作为一种具有多种生

物活性的天然多酚类植物提取物,白藜芦醇在抗皮

肤光老化、抗皮肤氧化、抗皮肤色素沉着和抗皮肤皱

纹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延缓衰老功效,并在诸多动

物模型实验和临床实验研究中得到证实;目前白藜

芦醇已被规模化应用到具有提亮肤色、紧致肌肤、淡
化细纹等多种抗皮肤衰老功效的多品类护肤产品

(面霜、乳液、精华等)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和广

阔的市场前景;相较于口服途径,局部递送和外用涂

抹被认为是白藜芦醇更安全且更有效的应用方式,
尤其在延缓皮肤老化方面表现突出。 尽管在化妆品

领域的应用前景较好,但白藜芦醇的低稳定性和高

剂量口服潜在毒性等问题,仍是其在临床应用和产

品开发中面临的挑战,也是限制白藜芦醇推广应用

于口服类美容产品的主要因素。 因此,未来白藜芦

醇应用于美容护肤领域的相关研究发展趋势主要集

中在以下 3 方面:1)开展更全面和更科学的白藜芦

醇安全剂量研究与安全性评价,拓宽白藜芦醇的应

用范围;2) 通过更多的临床实验和深入的机制研

究,进一步证实白藜芦醇的美容功效及作用机理;
3)提高白藜芦醇在化妆品中的稳定性,更好地发挥

其抗皮肤衰老的作用功效,为白藜芦醇在化妆品和

美容领域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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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efficacy
 

and
 

application
 

of
 

resveratrol
 

on
 

delaying
 

skin
 

aging
SHI

  

Jing,JIANG
  

Yanfei,ZHAO
  

Chunyue
Beijing

 

Qingyan
 

Boshi
 

Health
 

Management
 

Co.,Ltd.,Beijing
 

100085,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sources
 

of
 

resveratrol,
 

this
 

research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resveratrol
 

in
 

delaying
 

skin
 

agi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osmetics
 

from
 

four
 

aspects:
 

anti-skin
 

photoaging,
 

anti-skin
 

oxidation,
 

anti-skin
 

pigmentation,
 

and
 

anti-skin
 

wrinkles.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resveratrol
 

had
 

significant
 

anti-aging
 

effects
 

on
 

the
 

skin
 

and
 

had
 

been
 

confirmed
 

in
  

numerous
 

animal
 

tests
 

and
 

clinical
 

trials;
 

In
 

the
 

cosmetics
 

field,
 

resveratrol
 

was
 

widely
 

applied
 

in
 

various
 

product
 

formulations
 

such
 

as
 

face
 

creams,
 

lotions
 

and
 

essence
 

due
 

to
 

its
 

multiple
 

anti-aging
 

properties
 

such
 

as
 

moisturizing,
 

firming,
 

whitening,
 

and
 

anti-wrinkle
 

effects.
 

The
 

encapsulation
 

and
 

delivery
 

of
 

resveratrol
 

through
 

a
 

nanoliposome
 

system
 

could
 

effec-
tively

 

improve
 

its
 

transdermal
 

permeability
 

and
 

enhance
 

its
 

overall
 

skincare
 

effect;
 

However,
 

resveratrol
 

still
 

had
 

problems
 

such
 

as
 

poor
 

stability,
 

low
 

bioavailability,
 

and
 

certain
 

toxicity
 

at
 

high
 

dose
 

oral
 

administration,
 

which
 

lim-
ited

 

its
 

wider
 

application
 

in
 

cosmetics.
 

In
 

the
 

future,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dosage
 

studies
 

and
 

safety
 

evaluation
 

of
 

resveratrol
 

are
 

needed,
 

and
 

more
 

clinical
 

studies
 

are
 

also
 

needed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and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resveratrol.
 

These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resveratrol
 

as
 

a
 

func-
tional

 

active
 

ingredient
 

with
 

anti-skin
 

aging
 

properties
 

in
 

cosmetics
 

and
 

beauty
 

products.
Key

 

words:resveratrol;delay
 

skin
 

aging;anti-skin
 

photoaging;anti-skin
 

oxidation;anti-skin
 

pigmentation;anti-skin
 

wrink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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