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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与植物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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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史

用铅粉美白
“禹造粉”、

“纣烧铅锡作粉”
“周文王敷粉以饰面”

甲骨文字记载
“沐”，形象地展
示人们散发洗脸以
求白净的场景

医学经典《黄
帝内经》开创
了中医美容理

孙思邈《千金
要方》开始注
重内服美容和
中药组方思想

百家争鸣，丰
富了中医美容
学的理论和治
疗方法。《御
院药方》宫廷

巨著《本草纲
目》载“令人
面白”方药。
美容达人
慈禧太后

春秋战国时期 晋隋唐时期 宋金元时期 明清时期商周时期夏朝时期

1. 美白化妆品的发展史

论之先河 秘方千首 慈禧太后。

从古至今，白皙、红润的肌肤一直为东方女性所追求和向往。

1. 美白化妆品的发展史
东方女性对美白的追求催生了现代美白化妆品的发展

“增白”阶段 协同“美白”阶段

物理性“增白”

表面遮盖。

质的飞跃，添加美白成分，“干扰阻碍””美白

阶段。干扰黑色素形成、加速分解代谢。

“漂白”阶段 健康“养白”阶段

“换肤漂白”。添加物理磨剥或化学腐蚀成分，

磨剥或刺激表皮角质细胞快速脱落。 健康美白成为一个严峻的科学问题.。

黑色素是防御紫外线伤害人体皮肤的保护伞，

皮肤黑色素的减少就意味着皮肤的安全防御机能减弱。

各阶段在研究美白问题上因认识的局限性存在瓶颈。

2. 美白路径思考

杜鹃醇导致的“白斑”现象是否仅因其过度抑制酪氨酸酶活性所致？

杜鹃醇 邻苯二酚（氢醌）

2. 美白路径思考

美白功效评价实验中，会发现这样的实验结果：生化试验中酪氨酸酶抑制率

与细胞实验中细胞合成黑素总量无绝对相关性。

样品
编号

酪氨酸酶抑制率
（%）

相对细胞活力
（%）

相对黑色素
含量（%）

1 6.4 67 1021 6.4 67 102
2 3.7 92 92
3 29 85 96
4 11 103 91
5 74 80 99
6 6.5 109 102
7 5.1 92 101
8 27 105 81
9 6.7 98 113
10 73 121 120

3. 美白之理

通过进入人眼的可见光线量

试想：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皱纹、白黑、
干燥等皮肤状态时是通过什么在感受 ？

再想：外界光线 皮肤 人眼经历了哪些过程？
这些过程与哪些因素有关？

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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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白之法

从真皮层角度

 从黑素代谢角度

上述所分析的可达到美白效果的几条路径中，我们的关注点是：

 从黑素代谢角度

4. 美白之法

 从真皮层角度

乳头层
网状层

• 健康胶原纤维呈白色、明亮、有光泽；
• 大部分光线在乳头层被反射；
• 部分光线进入网状层被散射。

紫外线、自由基等引起脂质过氧化反应，同时和真皮层中胶原
蛋白发生氨基交联，导致蛋白变性，形成棕黄色垃圾。

乳头层
网状层

• 棕黄色胶原蛋白导致肤色发黄；
• 胶原纤维的断裂等使真皮层塌陷，而使皮
肤暗沉、无光泽。

研发美白化妆品的中医基础

1.中医理论基础

中药的协同与拮抗

相须 相反

协
同

禁
忌

2.中药的科学配伍与组方

相使

相畏 相杀

相恶

同

拮抗

忌

君

臣
递送系统

功效主要作用

加强主要作用

配合君臣治疗兼证 抑制

组方原则

佐

使

抗敏抗刺激

营养与代谢

配合君臣治疗兼证、抑制
毒性、副作用

调和诸药

遣方用药之
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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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复方美白剂

植物复方美白剂

理理 法法 方方 药药 效效

君君 臣臣 佐佐 使使

植物复方美白剂
组方

原原
则则 活血化瘀 清热解毒 滋阴生津

作作
用用

营养细胞，
改善肌肤状态

舒缓炎症、
抗氧化

促进代谢，
减少色素沉着

补益滋养

补水保湿，
提亮肤色

植物复方美白剂

理理 法法 方方 药药 效效

生化实验及动物试验

 DPPH自由基清除实验

抑制酪氨酸酶实验

抑制透明质酸酶实验

小鼠激光多普勒血流分析试验

植物复方美白剂

理理 法法 方方 药药 效效

人体评价

激光多普勒血流分析

皮肤黑色素含量测试

皮肤亮度（LAB，ITA°）测试

皮肤水分含量测试

研发美白化妆品要思考的几个问题

• 美白化妆品市场前景广阔。

• 以整体观念考虑美白的多条途径，以组方作为美白功效承载。

• 美白安全性有效评价方法。

• 科学美白，健康一生！

感谢聆听！

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