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3月 25日  第 1期 | 001

化妆品用植物资源提取物领域的发展趋势、

挑战与机遇
董银卯 1，邸太菊 2，刘月恒 2，任晗堃 2

（1.北京工商大学，北京，100048；

2.太和康美（北京）中医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102401）

摘      要： 通过深入分析化妆品用植物资源提取物领域的当前状态，探讨了植物提取物在化妆品中的应用优

势，综合考量了技术创新、法规政策等多个维度的发展趋势。分析了化妆品用植物资源提取物所

面临的挑战，并对其未来发展机遇进行了前瞻性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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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消费者对化妆品的天然性、安全性和高效性

需求的日益增长，化妆品用植物资源提取物领域逐渐成为

研究和商业关注的焦点。植物提取物，凭借其丰富的生物

活性成分和天然来源的特性，在化妆品的研发中展现出巨

大的潜力和独特的优势。植物提取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提取和纯化技术的创新、产品配方的稳定性等多种因素共

同作用，也为植物原料的发展带来了多样的挑战。

1.化妆品用植物资源提取物的应用优势

1.1天然性与生物活性的多样性

化妆品用植物资源提取物的应用优势主要体现在其天

然性和生物活性的多样性上。

1.1.1天然性

植物原料取自大自然中的各种植物，如花朵、果实、

叶子和根茎等，这些植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没有经过过

多的人工合成处理，保留了天然的成分和特性 [1]。

1.1.2生物活性的多样性

植物资源含有丰富多样的生物活性成分，具有抗氧

化、抗炎、保湿、美白、修复等多种作用与功效 [1,2]。

（1）抗氧化作用

植物提取物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如多酚、黄酮

类化合物等，这些成分能够有效地清除皮肤中的自由基。

自由基是导致皮肤老化和损伤的主要因素之一，清除自由

基有助于减缓皮肤老化过程。许多植物原料含有丰富的抗

氧化剂，如维生素 C、维生素 E、多酚类化合物等，这些

抗氧化剂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皮肤的伤害，

预防皮肤衰老、皱纹和色斑的产生 [2]。

（2）抗菌消炎作用

植物原料具有抗菌作用，抑制细菌、真菌和病毒的生

长。例如，茶树精油对痤疮丙酸杆菌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可用于治疗痤疮等皮肤问题。金缕梅提取物具有收敛、抗

炎的作用，可用于舒缓敏感肌肤。中药植物如黄芩、苦参

等，也被广泛应用于化妆品中，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抑菌

消炎效果 [3,4]。

（3）保湿作用

一些植物原料具有良好的保湿功效，能够帮助皮肤保

持水分，防止干燥。例如，透明质酸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

体皮肤中的多糖，具有极强的吸水能力，能够保持皮肤的

水分含量。许多植物中也含有类似的保湿成分，如芦荟提

取物、海藻提取物等。植物提取物能够刺激特定蛋白的表

达，如水通道蛋白 AQP3，其在皮肤水分调节中起着重要

作用。例如，石斛提取物通过刺激 AQP3的表达来实现保

湿效果。植物油脂如荷荷巴油、橄榄油等，也可以在皮肤

表面形成一层油膜，防止水分流失 [5]。

（4）美白功效

一些植物原料含有能够抑制黑色素生成的成分，如熊

果苷、甘草提取物、光果甘草根提取物等。这些成分可以通

过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减少黑色素的合成，从而达到美白

肌肤的效果。此外，一些植物提取物还可以促进皮肤新陈代

谢，加速黑色素的分解和排出，使皮肤更加明亮 [6]。

（5）修复功效

某些植物原料具有促进皮肤细胞再生和修复的作用，

能够加速伤口愈合，改善皮肤质地。例如，积雪草提取物

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如积雪草苷、羟基积雪草苷等，能够

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增强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神经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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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是一种存在于皮肤中的脂质，具有修复皮肤屏障的作

用，许多植物中也含有神经酰胺类似物。

总之，化妆品植物原料的天然性和生物活性的多样性

为化妆品的研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可能性。通过合理利

用这些植物原料，可以开发出更加安全、有效、环保的化

妆品，满足消费者对美丽和健康的追求。

1.2安全性与健康性

1.2.1对人体的温和性

植物原料通常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皮肤的

亲和力较高。植物中的许多成分与人体自身的生理物质相

似，容易被皮肤吸收和利用，不会对皮肤造成过度刺激或

负担。例如，燕麦提取物富含 β-葡聚糖，具有保湿、舒

缓的作用，适合各种肤质，尤其是敏感肌肤 [7]。芦荟提取

物具有保湿、舒缓的功效，茶树精油具有抗菌、消炎的作

用；植物中的很多活性成分，如维生素、抗氧化剂、植物

多酚等，能够为皮肤提供滋养和保护，符合消费者对健康

化妆品的需求。

1.2.2低毒性和低过敏率

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研究，植物原料的安全性得到了一

定的验证。植物原料的毒性相对较低，引发过敏反应的概

率也相对较小，更适合用于化妆品中，尤其是对于敏感肌

肤的人群 [8,9]。

1.2.3与地域、人群可以更加匹配适应

不同地区的人群由于气候、环境、饮食习惯等因素的

影响，皮肤特点和护肤需求也有所不同。例如，生活在干

燥地区的人群对保湿产品的需求更为强烈；而生活在紫外

线较强地区的人群则更注重防晒产品。基于这种“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的理念，可以利用当地特色植物开发出针对

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个性化护肤产品，引领和承载小众

人群的精准护肤需求。

1.3科技进步与传统优势

将传统的思想理念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可以形成

创新的皮肤护理解决方案。例如，借鉴中医的整体观念和

辨证论治的思想，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植物资源进行深入

研究，开发出符合人体生理规律、直击皮肤问题本质的化

妆品。这种创新策略体现了以人为本、符合自然规律的原

则，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3.1传统医学的作用

传统医学在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植物

在治疗皮肤疾病、改善皮肤状况等方面具有明确的功效。

例如，活血类植物提取物以“活血化瘀”的方式增加肌肤

的新陈代谢，如当归。活血、益气类原料主要具有美白祛

斑、延缓衰老的功效，例如人参、黄芪、灵芝等 [10,11]。现

代药理研究也揭示了许多传统植物成分的潜在功效作用，

这些都为化妆品的研发提供了新的思路。

炮制和组方是传统中医药的重要技术。在化妆品研发

中，可以借鉴这些技术，通过对植物原料进行炮制处理，

可以改变其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质，提高其功效。例如，对

中药材进行炒制、炙制等炮制，可以增强其药效。通过炮

制技术，还可减少植物原料中的重金属和农残，例如醋白

芍可有效降低白芍中的重金属 Pb和 Cd[12] 。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部位相互协

调。组方同样如此，有“君臣佐使”和“七情配伍”的组

方原则。相须、相使可以起到协同作用。例如，石斛和玉

竹起到保湿的协同增效 [13]。

1.3.2现代生物技术

现代生物技术，如生物合成、植物合成、植物组培、制

剂等技术，可以为特色植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赋能。例如，

通过生物合成技术可以生产出与天然植物提取物具有相同

或相似功效的化合物，这些化合物的生产过程更加可控、成

本更低。例如麦角硫因，是一种稀有的天然含硫组氨酸衍生

物 [14]。植物组培技术可以快速繁殖珍稀植物，确保其资源的

可持续供应；制剂技术可以将植物提取物制备成不同的剂型，

如纳米制剂、脂质体制剂等，提高其稳定性和生物利用度。

1.4绿色可持续发展

化妆品植物原料在资源可再生性、环境友好性、社会

经济效益等方面满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4.1资源可再生性

植物作为可再生资源，其生长和繁殖过程为化妆品行

业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原料供应。与许多不可再生的石化原

料相比，只要进行合理的种植和管理，植物原料可以持续

供应，不会因为过度使用而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此外，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应用，如体外根培养、微繁殖或细胞

培养，进一步提高了生物活性化合物的产量，为化妆品的

可持续生产提供了新的途径 [15]。

1.4.2环境友好性

植物原料的提取过程相对环保，主要采用物理方法

（如压榨）或温和的化学方法，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同

时，植物提取物的剩余物可以进行再利用或自然降解，减

少了对环境的长期负担。此外，植物发酵技术的应用，通



专题论坛

2025 年 3月 25日  第 1期 | 003

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将植物提取物转化为具有更高附加值和

功效的化合物，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还减少了对

环境的影响 [16,17]。

1.5社会经济效益

化妆品植物原料的种植和加工可以带动当地农业和相

关产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例如对

新疆薰衣草、天山雪莲等，云南灵芝、滇山茶花、松茸等

中国特色植物的开发，不仅在道地上具有优势性，更产生

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2.化妆品用植物资源提取物领域的发展趋势

2.1技术创新方面

传统的提取方法如溶剂提取、水蒸气蒸馏等在提取效

率、提取物质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近年来，超临

界流体萃取、超声辅助提取、微波辅助提取、酶法提取、

亚临界水提取等创新提取技术不断涌现。这些技术能够提

高提取效率，减少提取过程中有效成分的损失，同时降低

对环境的污染。

2.1.1绿色环保提取技术的广泛应用

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尤其是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

因其高效、环保的特点，在植物活性成分的提取中得到了

广泛应用。此外，超声辅助提取、微波辅助提取、酶法提

取和亚临界水提取等技术也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这些技

术通过优化提取条件，如温度、时间和溶剂的选择，能够

更有效地从植物材料中提取出所需的生物活性成分。特别

是微波辅助提取技术，它利用微波能量直接作用于植物细

胞，缩短了提取时间，减少了溶剂消耗，并且能够保持提

取物的活性成分不受热降解的影响。亚临界水萃取技术则

利用水作为溶剂，在温和条件下提取植物中的有效成分，

既环保又高效 [18-20]。

2.1.2提取技术的智能化与自动化

在当前的工业生产中，智能控制系统的应用和自动化

生产线的发展已成为提高生产效率、保证产品质量和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 [21]。在中药提取领域，自动控制技

术的应用可以提高中药生产提取过程的质量一致性及提取

过程的控制精度和稳定性 [22,23]。

2.1.3	剂型创新与多功能配方设计

固体脂质纳米颗粒、传递体、醇质体、纳米结构、脂

质载体等新型制剂技术不断被开发应用于化妆品中。这些

新型剂型能够提高植物提取物的稳定性、生物利用度和功

效。例如，脂质体可以包裹植物提取物，使其更好地被皮

肤细胞摄取，提高功效；微胶囊可以控制植物提取物的释

放速度，延长其作用时间 [24]。

2.2	国内外中国特色植物资源化妆品专利文献研究分析

2.2.1	技术关注度及发展趋势

从科技文献发表趋势来看，中国特色植物资源化妆品

在近年来有持续较高的热度。国内中国特色植物资源化妆

品专利申请量高于国外，且呈上升趋势，国外保持相对稳

定发展。

图1 国内外中国特色植物资源化妆品科技文献发表趋势对比

图2 国内外专利申请数量随时间变化情况

2.2.2	研究热点分析

（1）高被引科技文献分析

通过国内外期刊在中特化妆品领域被引量最高的

Top10论文可以看出，国内期刊研究热点集中在中国特色植

物资源的药理作用、化学成分和机制研究；国外期刊研究

热点集中于皮肤生理学机制、植物成分生物活性等内容。

（2）高被引专利分析

通过国内外在中特化妆品领域被引量最高的 Top10专

利可以看出，在大的方向上均涉及中国特色植物资源组合

物或化妆品开发及制剂技术研究。更为细分的，国内主要

是酵素、抗菌洗手液、卸妆液、美白淡斑霜等产品开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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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微胶囊、微针制剂技术研究等；国外主要是皮肤保护 /

恢复活力的脂质组合物及调节角质组织状况及亮肤的组合

物，以及泡沫制剂等研究内容。

3.	植物原料的法规政策方面

为了确保化妆品的质量和安全，国家对化妆品行业的

法规不断完善和严格监管。对于植物资源提取物在化妆

品中的应用，法规对植物原料的来源、提取工艺、质量标

准、安全性评估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以下几个

方面应重点开展工作。

3.1安全性要求日益严格

随着对植物原料研究的深入和安全风险评估的不断推

进，化妆品行业对植物原料的安全性要求日益严格。首先，

禁用原料清单会根据新的科学发现和风险评估结果进行动态

调整和更新。例如，过去一些被认为安全的植物提取物，在

后续研究中发现可能存在潜在风险，就会被列入禁用清单。

像大麻叶提取物等，由于其成分的特殊性和潜在的安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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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已被禁止用于化妆品生产 [25]。其次，对于植物原料的

安全评估要求会更加严格，化妆品企业需要提供更详细、科

学的安全评估报告。这包括对提取物的毒理、刺激性、致敏

性等方面的测试和评估，确保其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对人体的

安全性。同时，对于新的植物提取物原料，安全评估的要求

会更高，审批流程可能会更加严格 [26]。

此外，植物提取物的安全性问题逐渐受到消费者和监

管部门的重视。化妆品植物原料的主要不良影响包括刺激

反应、过敏反应和光毒性，少数成分会导致全身性影响。

因此，管理人员和消费者需要正确认识化妆品植物原料的

安全性，提高对原料中风险成分的识别能力，并针对植物

原料建立科学、合理、实用的安全评估方法 [27]。

在安全评估方面，毒理学关注阈值方法是一种适合用

于评估缺乏毒性资料但化学结构明确且人体暴露量很低的

化学物安全性的方法，其在欧盟已被广泛使用于化妆品的

安全评估，我国也将其纳入到了2021年颁布的《化妆品安

全评估技术导则》中。此外，系统的研究表明，尽管植物

提取物被认为是安全的选择，但潜在的安全问题如过敏反

应和光敏感性仍然存在 [28]。因此，全面、系统的安全性评

价对于确保植物提取物在化妆品中的安全应用至关重要。

3.2功效宣称管理加强

化妆品企业在宣称植物原料的功效时，需要提供更充

分的科学依据。监管部门会加强对功效宣称的审核，要求

企业提供相关的研究数据、临床试验报告等，以证明其宣

称的功效真实有效。为了进一步规范化妆品功效宣称，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

明确了功效宣称评价的标准和方法 [29]。

为了避免企业夸大或虚假宣传，监管部门会对功效宣

称用语进行规范和限制。企业在宣传植物原料提取物的

功效时，必须使用准确、科学、规范的语言，不得使用模

糊、误导性的表述。2021年《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

规更新之际，化妆品智慧申报审评系统上线，更加规范了

化妆品的宣称和数据追踪 [30]。

4.化妆品用植物资源提取物领域的机遇与发展

方向

4.1	化妆品用植物资源提取物领域的机遇

4.1.1政策支持产业发展

国家鼓励和支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结合我国传统优

势项目和特色植物资源研究开发化妆品。相关政策的出

台为植物资源提取物领域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支

持，有利于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

4.1.2市场同质化催生植物原料创新研究

化妆品市场竞争激烈，品牌方为了突出重围，不断寻

求创新的原料和技术。植物原料企业可以与化妆品品牌

商、科研机构等开展广泛合作，共同开发具有竞争力的产

品，拓展市场份额。

4.1.3技术进步提升提取效率和质量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的提取技术如超声提取技

术、微波辅助提取技术、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生物酶解

技术等不断涌现，能够提高植物原料的提取效率和纯度，

降低成本，为植物原料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4.2	化妆品用植物资源提取物领域的发展方向

4.2.1技术创新

（1）提取技术的创新与优化

持续探索先进的提取工艺和技术对于提升植物原料的

提取效率和纯度至关重要。这包括开发集成多种提取技术

的优势，以实现协同效应，从而优化提取过程。此外，智

能化技术的应用，如实时监测和精准控制提取参数，对于

提高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

（2）制剂技术的创新应用

在化妆品领域，药物制剂技术的应用为解决植物原料

的稳定性、溶解性、刺激性和不良气味等问题提供了新的

思路。技术如分子包合、微胶囊化和脂质体封装，已被证

实能有效改善植物提取物的物理和化学稳定性，提高其在

化妆品配方中的溶解性和生物利用度。

（3）可持续性发展技术

绿色生产策略。在化妆品生产过程中，采用环保型的

生产工艺和设备是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废弃物排放的有效

途径，可以显著减少生产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原料的可持续供应体系。建立和维护一个可持续的植

物原料种植和采购体系对于确保原料供应的稳定性至关重

要。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保障供应链的连续性，还能

促进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维护，从而实现化妆品行业

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4）生物技术领域的应用

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化妆品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通过与生物技术领域的深度合作，可以运用基因工

程、细胞工程和发酵工程等先进生物技术手段，对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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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进行定向改良，从而增强植物中特定有效成分的生物合

成途径，提高其含量和生物利用度。此外，生物技术还可

用于合成植物提取物的生物类似物，这些类似物在功效上

可能与天然提取物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例

如，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培育的转基因植物，能够富含特定

的生物活性成分，为化妆品的研发提供新的原料来源，拓

宽了化妆品原料的选择范围。

（5）传统中医植物的开发

将中医药理论与现代化妆品研发相结合，能够开发出

具有独特中医药特色的化妆品产品。依据中医的“君臣佐

使”配方原则，通过科学配比多种具有不同功效的中药植

物提取物，可以研制出既能调理肌肤又能治疗皮肤疾病的

化妆品。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化妆品的功能和种类，也为

弘扬和传承中医药文化提供了新的平台，增强了化妆品的

文化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5.结论

化妆品用植物资源提取物领域正展现出积极的增长势

头，尤其在技术创新、市场需求和法规政策等方面。尽管

该行业仍需应对质量控制、技术研发和市场竞争等挑战，

但新植物资源的发掘、跨行业的合作以及市场的拓展无疑

为领域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展望未来，化妆品企业需

把握这些机遇，积极应对挑战，通过加强技术创新、质量

控制和品牌建设，持续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天然、安

全、高效的化妆品。同时，政府和行业协会也应加强监管

和提供指导，以促进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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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rend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Field  
of Plant Resource Extracts for Cosm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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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plant resource extracts used in cosmetics, explores the 
advantages of plant extracts in cosmetics, an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s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egulatory	 polic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plant resource extracts for cosmetics were identified, and its future opportunities were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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