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terial Sciences 材料科学, 2023, 13(6), 542-553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s 
https://doi.org/10.12677/ms.2023.136058  

文章引用: 刘禾梦, 周玉银, 王涵, 张婷. 基于壳聚糖的中药面膜研究[J]. 材料科学, 2023, 13(6): 542-553.  
DOI: 10.12677/ms.2023.136058 

 
 

基于壳聚糖的中药面膜研究 

刘禾梦，周玉银，王  涵，张  婷* 

成都医学院大健康与智能工程学院生物医学工程教研室，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3年5月13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22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29日 

 
 

 
摘  要 

目的：对于青年人常见的皮肤问题做出有效治疗，做到壳聚糖与中药材的药理性融合效果，降低青年人

护肤成本。方法：对于壳聚糖制备选用碱溶提纯法，中药材进行粉碎后与壳聚糖按照比例混合加入基底

物质，最后采用多项对比实验验证壳聚糖中药面膜的理化性质、使用成效、抗菌性能以及对于同类产品

的竞争力度。结果：探究得出了壳聚糖、中药面膜、基底物质与辅助药物的最佳比例，壳聚糖中药面膜

在各类对比实验中做到了低敏抗菌美白等效用，治疗效果远超上市同类面膜，解决了中药材气味无法迎

合大众的问题。结论：壳聚糖中药面膜能够对青年人常见的敏感、泛红、抗菌力度不足等问题做出规避

或治疗，中药材与壳聚糖的融合同时也为面膜行业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具有一定的科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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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s: To effectively treat common skin problems of young people, to achieve the pharmacological 
integration effect of chitosan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and to reduce the cost of skin care for 
young people. Method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chitosan, the alkali-soluble purification method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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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ed,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were crushed and mixed with chitosan in proportion to add 
the substrate substance, and finally a number of comparative experiments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use effectiveness,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and competitiveness of simi-
lar products. Results: The optimal ratio of chitosan, Chinese medicine mask, substrate substance and 
auxiliary drugs was explored, and chitosan Chinese medicine mask achieved the equivalent effect of 
low-sensitivity antibacterial whitening in various comparative experiments, and the therapeutic ef-
fect far exceeded that of similar masks on the market, solving the problem that the smell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ould not meet the public. Conclusion: Chitosan Chinese medicine mask can avoid 
or treat the common sensitivity, redness, antibacterial strength and other problems of young peopl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nd chitosan also provides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sk industry, which has certain scientific research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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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膜的应用有着长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54 年，有古罗马姑娘使用牛奶涂抹脸，达到

美白润滑效果。如今，面膜的种类和效果也由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开始发生着变化，想要通过面

膜解决自己皮肤的多个问题，同时还注重安全性和成本问题。 
本实验是基于黄芩，白芷，栀子，金银花，蒲公英的药理作用进行的，在安全性和适用性上有极大

保证[1]。黄芩，白芷，栀子，金银花，蒲公英均有消炎，抗菌及抗氧化的作用，可使青春痘等炎症反应

减轻。且金银花和蒲公英的抗菌和收缩毛孔效果极其有效[2]，对皮肤真菌等微生物有抑制作用[3]，白芷

具有优异的美白作用和保湿性能[4]，实验使用的药物载体为壳聚糖，对人体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且抗

菌性能良好，是一种优良的药物载体[5]。 

壳聚糖作为一种天然弱碱性多糖，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生物可降解性，且安全无毒，常被加工

制备成具有一定功能用途的壳聚糖微球，又名甲壳胺或可溶性甲壳质，无毒，具有体内生物降解性和生

物相容性，其结构类似于纤维素，被欧美学术界誉为继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和无机盐之后的第

六生命要素。对比甲壳素，壳聚糖结构上多出-NH2基团，该基团可与大部分重金属离子配位结合，壳聚

糖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可再生天然高分子材料，作为药用辅料在药物新剂型中已有广泛应用，被证实具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结合五味药材，利用成熟的药理作用，使面膜可以做到抗菌，抗炎，抗氧化和美白护肤作用，为中

药面膜在临床上的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2. 实验材料与仪器 

2.1. 药品及试剂 

药材：蒲公英，黄芩，白芷，栀子，金银花，绿豆粉，白泥等。 
其他试剂：虾蟹壳，医用甘油，超纯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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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验器材 

磁力搅拌器：制备过程中能充分的将所需材料搅拌均匀；水浴锅：制备壳聚糖过程中需要进行恒温

加热的操作仪器；烧杯：盛放制备过程中的各种试剂；研钵：粉碎虾蟹壳、中草药提取精油和碳酸钙等

固体；蒸煮袋：制备精油过程中做蒸煮操作；玻璃棒：将溶液进行充分混合和定容时所需仪器。 

3. 实验方法及步骤 

3.1. 壳聚糖的性能研究及其制备 

3.1.1. 壳聚糖简介 
壳聚糖作为一种天然弱碱性多糖，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可降解性，且安全无毒，常被加工制

备成具有一定功能用途的壳聚糖微球[6]作为抗菌材料，壳聚糖对多种病原菌具有良好的敏感性，以 4
种不同来源虾壳为原料提取壳聚糖的结果表明，4 种原料的生化分析中，壳聚糖只有在黏度方面存在差

别[7]为药物载体，壳聚糖是应用最广泛的天然聚合物，关于壳聚糖的制备中，通过研究观察到不同环

境条件下制备的复合膜外观并测定其溶解温度，确定了耐热性较好且制作过程较简便的方法[8]。壳聚

糖中的-NH3+可与病毒细胞表面负电荷结合，改变细胞膜的通透性，从而目标药物能够穿过黏膜细胞[9]，
使病毒细胞死亡[10]。在国外的研究中，壳聚糖具有积极的作用，促进止血，被用作密封剂在心血管手

术[11]；将柠檬酸与尿素、植酸反应后与壳聚糖膜结合，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现出更好的抑

菌活性[12]，以上均体现了壳聚糖的优秀可塑性。基于各方面优秀特质，故壳聚糖拥有作为护肤面膜的

基质。 

3.1.2. 壳聚糖样本制备 
将 1 kg 虾蟹壳用超纯水冲洗 10 min 至外壳干净无杂质；将高浓度盐酸溶液稀释至 1 mol/L 稀盐酸，

将虾蟹壳浸入溶液 26 h，至外壳基本变色，此时壳中的主要化学物质 CaCO3与 HCl 反应后基本溶于溶液

中，取出浸泡后的虾蟹壳，再次用超纯水清洗 10 min 至完全洗去混合溶液，配置 0.03~0.04 mol/L 的 NaOH
溶液，将此前洗净的虾蟹壳放入其中，用水浴锅 100℃持续加热 5 小时，其中的大分子氨基酸分解后剩

下的就是甲壳素大分子，再使用浓度为 0.5 mol/L 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 70 min 后，再用超纯水洗净，之

后使用水浴锅设定温度为 60℃，加入 0.01 mol/L 的草酸，加入转子转动 35 min 左右，完全褪色后烘干便

是用于面膜制作的壳聚糖。 

3.2. 各类药材的性能简介及药物制备 

3.2.1. 各药材简介 
1) 蒲公英：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其具有广泛抗菌和增强免疫力等性能[13]。蒲公英是一种多年生草

本药食同源植物，具有很好的保健食用价值，其在茶制品，使用产品，保健品的开发中有一定应用[14]。 

2) 栀子：本文中主要用到栀子果实的有效物质，栀子果实含有栀子苷和西红花苷这两种成分，具有

消炎、抗癌、抗氧化、护肝利胆及防治糖尿病等活性[15]。 
3) 金银花：原名忍冬，分布广，产量高，为中药之瑰宝，对多种致病菌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16] [17]。 
4) 黄芩：一种使用历史悠久的中药，多为野生，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其主要作用是清除自由基、抗

炎[18] [19]。 
5) 绿豆：能清除人体内的热毒，消除多种炎症，还能抑制人体内病毒的活性，对一些高发癌症的预

防作用也十分明显[20]。 
6) 白泥(高岭土)：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有消炎、杀菌、清除油脂和收缩毛孔的作用。这些矿物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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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在皮肤上形成封闭泥膜，具有快速深层保湿、修护肌肤和去除角质的功效[21]。 
7) 荷荷芭油：抑制水分过度损失，对于植物含量较高的中药面膜，初期实验出现了极易干燥的问题，

加入了荷荷芭油之后明显改善。 

3.2.2. 黄芩、金银花、栀子、蒲公英、白芷有效成分的提取 
将黄芩，金银花，栀子，蒲公英，白芷五味中药各 100 g 用蒸煮袋包好放入煮锅中加入 500 ml 纯净

水蒸煮 5 小时，期间始终保持水位在 100 ml 处，最后得到味道苦涩浓厚，色泽黑亮的中药液即为初步药

液，冷却至室温后，放入冰箱冷藏。 

3.3. 面膜调制实验步骤 

3.3.1. 溶水蒸馏法 
1) 中药提取液的制备：取黄芩、金银花、栀子、蒲公英于煎煮罐中，加入适量蒸馏水，煎煮 2 次，

每次煮沸 2 h，合并煎煮液放置过夜，过滤，将滤液浓缩至所需水量，备用。 
2) 白芷按同法单独煎煮并浓缩，使用时混合即可。 
3) 面膜制备：将 3 g 壳聚糖、6 g 柠檬酸溶于 100 ml 水中制成溶液 a，取羧甲基纤维素钠和明胶各 1 

g 溶于 100 ml 水中制成溶液 b，在加热并搅拌条件下，将 20 mL 溶液 b 加入到 30 ml 溶液 a 中，待混合均

匀后加入中药提取液，混匀，用胶体磨处理两次即得。 

3.3.2. 粉碎筑膜法 
中药材的选用与打磨：选用栀子，蒲公英，绿豆三味药材，分别称取 10 g，20 g，20 g，用破壁机打

磨，打磨三次后发现颗粒较为粗糙，后选用研钵研磨精细，称取 50 g 白泥，与 100 g 无菌水，混合均匀，

根据试用反馈决定使用玫瑰精油来改善产品味道。 

3.3.3. 成品制作 
购买 10 g 分装瓶，将面膜成品以每份 5 g 的标准装入，经多方实验表明 5 g 为一次涂满整个面部的

标准量。 

4. 中药面膜的性能测定 

4.1. 面膜对皮肤使用可行性与效果探究 

将初步实验成品均匀涂抹至手部肌肤上检测实际效果，拍摄实验前、后手部状态显微图进行对比

(图 1~图 5)，根据五名志愿者的使用反馈，面膜在手上有一定清凉感，精油的香味自然且清新淡雅，

不同于香水的“闷”，试用结束后手部干燥等情况改善且未出现过敏、瘙痒等不良情况(实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Figure 1. Student 1 uses the front and back hand micrographs 
图 1. 同学 1 使用前、后手部显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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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tudent 2 uses the front and back hand micrographs 
图 2. 同学 2 使用前、后手部显微图 

 

 
Figure 3. Student 3 uses the front and back hand micrographs 
图 3. 同学 3 使用前、后手部显微图 

 

 
Figure 4. Student 4 uses the front and back hand micrographs 
图 4. 同学 4 使用前、后手部显微图 

 

 
Figure 5. Student 5 uses the front and back hand micrographs 
图 5. 同学 5 使用前、后手部显微图 

 
Table 1. Hand conditions of volunteers before and after trying chitos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sk 
表 1. 志愿者手部试用壳聚糖中药面膜前后手部情况 

序号 使用前手部情况 使用后改善情况 

1 少量灰尘、暗沉、毛孔较深，光泽低 水润度提高、毛孔收缩、提亮、清洁污渍 

2 干燥、暗沉、毛孔明显、纹路较深 增加湿润度、淡化纹路、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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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 较为脏污、皮肤粗糙度大、纹路明显 淡化纹路、清洁污渍、提高水润度 

4 部分纹路干燥、稍暗沉 提高水润度、提亮 

5 纹路略微 淡化纹路，提高光泽度 

结论：对于皮肤较差，较为干燥的同学，面膜效果更为明显，对于皮肤基础较好的同学，可有补水、淡化纹路的效

果，并且壳聚糖中药面膜对于所有志愿者同学均无毒副作用，达到了脸部使用标准，可在脸部使用。 

4.2. 实际成品流动性与前期理化状态的对比与改善 

下图为成品实际状态与初品物理状态对比图(图 6)： 
 

 
Figure 6. The actual state of the finished product and the physical state of the original product 
图 6. 成品实际状态与初品物理状态 

 
根据前期实验志愿者同学的描述，初代产品存在以下问题：效果不够理想、易干燥结块、发霉变质，

药味浓厚导致失去体验观感等，经过研究使用以下方法解决问题： 
一：猜测效果不够理想是因为药材的原材料年份问题，后于中药馆称取陈年褐色药品后，制作成品

效用便能达标。 
二：易干燥结块问题出于缺少润滑剂，经查阅资料后得知荷荷芭油可以与精油以 4:1 比例调和，能

同时解决产品易结块和药味过重的问题。 
三：产品易发霉变质原因是为追求纯天然效用，改进时在产品中少量添加甘油，生产环节尽可能做

到无菌环境，做完立即放入冰箱可延长保存时间。 

4.3. 实际成品与前期成分及效果对比 

以下将初次产品脸部使用效果图、二次产品脸部使用效果图以及最终成品脸部使用效果图进行对比

(如图 7 所示)： 
根据前期使用感受，产品过于干燥，颗粒过大时涂抹在脸上会有不适，后添加壳聚糖，增加水分比

例，能够在保持更高效果的同时提升使用感受，将实验过程记录如表 2 所示。 
二次实验产品增加壳聚糖及甘油，壳聚糖起增加粘度、聚合作用，甘油抵抗水分流失及抗菌作用，

此时面膜在原效用上增加去黑头作用和保存时间。但同时还存在以下问题：壳聚糖比例过高难以洗净，

气味较差，产品有效成分未协调完全导致仍然存在轻微过敏现象，需再次改善比例。 
最终成品减少壳聚糖、甘油比例，增加荷荷芭油与精油，中药面膜获得了较大的提升，各种成分相

互融合，壳聚糖与甘油包裹了矿物成分的白泥使得过敏源消除，改善原本气味过重的问题，达到设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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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前的效果猜想。 
 

 
Figure 7. Facial rendering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product 
图 7. 三代产品脸部使用效果图 

 
Table 2. Comparison of components of the original chitosan mask and the finished chitos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sk 
表 2. 初代壳聚糖面膜与成品壳聚糖中药面膜面膜成分对比 

序号 面膜成分 面膜效果 

1 蒲公英：栀子：绿豆粉：白泥：水 = 2:1:1:3:3 消炎祛痘效果好，美白较好，去黑头、补水、保存效

果差，出现过敏瘙痒情况，气味差 

2 壳聚糖：蒲公英：栀子：绿豆：甘油：白泥：水  
= 1:2:1:1:3:5 

消炎祛痘、补水效果好，美白、去黑头效果较好，补

水效果差，保存效果改善，出现过敏瘙痒情况少，气

味差，粘度过高 

3  
(最终比例) 

壳聚糖：蒲公英：栀子：绿豆粉：白泥：水 = 
2:2:1:2:5:8 

荷荷芭油精油混合品 2%、甘油 5% 

消炎祛痘、补水效果好，美白、去黑头效果较好，保

存效果改善，未出现过敏瘙痒情况，气味较好 

总结：对于初次实验产品，得出结论：蒲公英：栀子：白泥 = 2:1:3 时，达到消炎标准，但去黑头及补水效果较差，

需添加壳聚糖增加粘性以及抵抗过敏现象。 

4.4. 壳聚糖中药面膜与上市面膜实际效果对比 

以下为实验过程中使用壳聚糖中药面膜与美妆店购买的白泥面膜前后的效果对比图(图 8 & 图 9)，以
及根据 3 位志愿者使用壳聚糖中药面膜与白泥面膜的情况对比(表 3)；之后再将 3 位志愿者网络购买的某

品牌面膜与壳聚糖中药面膜使用 3 天后的皮肤状况对比(表 4 & 表 5)： 
 

 
Figure 8. The finished mask is used before and after one use 
图 8. 成品面膜使用前、使用一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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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White clay mask before, after one use and use live 
图 9. 白泥面膜使用前、使用一次后与使用实况 

 
Table 3. Comparison of volunteers’ faces after trying different masks 
表 3. 志愿者脸部试用不同面膜后情况对比 

序号 皮肤情况 使用壳聚糖中药面膜后脸部情况 使用白泥面膜后脸部情况 

1 长痘较多，皮肤干燥 大量青春痘消退，干燥起皮情况减

少，未出现过敏现象 
干燥起皮情况减少，少量青春痘消退，鼻部三角

区轻微敏感泛红 

2 皮肤暗沉，黑头多 皮肤提亮，黑头轻微消退，未出现

过敏现象 皮肤提亮，黑头未消退，未出现过敏现象 

3 皮肤敏感，少量长痘 青春痘消退，未出现过敏现象 青春痘消退，泛红过敏严重，脸部红肿瘙痒一周 

总结：上市白泥面膜具有一定美白效果，使用感受较好，无颗粒感，但易引起皮肤泛红发痒，对皮肤其他情况无太

大改进作用，壳聚糖中药面膜具有美白提亮效果，有轻微颗粒感，不会引起过敏现象，对于青春痘的炎症改善情况

好、无毒副作用，经过对比壳聚糖中药面膜具有更好的效果且成本更低，超过上市白泥面膜。 
 

Table 4. Skin condition of volunteers after three days of chitosan mask 
表 4. 志愿者使用壳聚糖中药面膜三天后皮肤状况 

序号 使用前湿润度 使用前长痘数量 使用前痘痘状态 使用后湿润度 使用后长痘数量 使用后痘痘状态 

1 干燥(+) 12 红肿、发炎 湿润(+) 3 消退中 

2 正常 6 红肿、发炎 湿润(++) 0 消退中 

3 干燥(++) 17 红肿、瘙痒 正常 4 消退中 

4 干燥(+) 21 红肿、过敏 湿润(+) 6 轻微红肿 

5 正常 15 红肿 湿润(++) 2 消退中 

 
Table 5. Skin condition of volunteers using a brand of mask purchased online for three days 
表 5. 志愿者使用网络购买的某品牌面膜三天后皮肤状况 

序号 使用前湿润度 使用前长痘

数量 使用前痘痘状态 使用后湿润度 使用后长痘 
数量 使用后痘痘状态 

1 干燥(+) 12 红肿、发炎 正常 14 红肿、发炎 

2 正常 6 红肿、发炎 湿润(+) 5 红肿、发炎 

3 干燥(++) 17 红肿、瘙痒 正常 15 红肿、瘙痒 

4 干燥(+) 21 红肿、过敏 正常 24 红肿、过敏 

5 正常 15 红肿 湿润(+) 14 红肿 

总结：网络购买的某品牌面膜产品在补水效果上较为明显，但对于痘痘及过敏的情况并无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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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中药面膜对于多数青年人出现的皮肤问题有较大改善，并且对于各类肌肤情况均不会造成过

敏问题，相较于网络购买的成品面膜，做到了真实有用的设想。 
以下为实验过程中产出面膜装瓶存储的结果图(图 10)： 

 

 
Figure 10. Mask storage diagram 
图 10. 面膜储存图 

 
对上图储存的面膜进行 7 天试用测试，脸部并未出现红肿，瘙痒，红疹和溃烂等过敏现象，因为作

息不规律等原因冒出的痘痘有了明显好转，因此本论文制作的面膜可用性较高。 

4.5. 面膜不同成分抗菌性能对比 

对于壳聚糖中药面膜抗菌性的测试(如表 6)，分别对不同添加物的面膜(均含有绿豆：白泥 = 2:5 基底)
进行了培养 4 天的抗菌性实验，其显微对比图如下(图 11~图 14)。为了探究壳聚糖中药面膜各成分是否

真实可观的对脸部细菌有抗菌作用，本次将洗脸水对面膜进行调制(使脸部常见病菌比例增加)，实验观察

可知在四天内对于病毒的抵抗性为：营养基 < 壳聚糖 < 成品面膜，同时证明了壳聚糖中药面膜确实对

脸部常见细菌具有抵抗性。 
 

Table 6. Cultures of mask fungi with different components were recorded for 4 days 
表 6. 不同成分面膜菌类培养 4 天记录 

天数 添加壳聚糖 不添加药物(营养基) 添加成品相同比例各药物 

1 正常调配，加入同样比例的洗脸水后盖上保鲜膜放入同一储存地点 

2 颜色轻微发暗，水油分层 水油分层 无明显改变 

3 颜色出现轻微黄色，出现臭鸡蛋异味 出现气泡，出现臭鸡蛋异味 无明显改变 

4 出现长毛情况，颜色变黑 出现大量孔洞，异味极大 颜色轻微发暗，其余情况正常 

 
面膜 1 天保存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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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Chitosan component mask, nutrient-based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nent mask 
图 11. 壳聚糖成分面膜、营养基、中药成分面膜 

 
面膜第 2 天保存情况如下： 

 

 
Figure 12. Chitosan component mask, nutrient-based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nent mask 
图 12. 壳聚糖成分面膜、营养基、中药成分面膜 

 

面膜第 3 天保存情况如下： 
 

 
Figure 13. Chitosan component mask, nutrient-based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nent mask 
图 13. 壳聚糖成分面膜、营养基、中药成分面膜 

 

面膜第 4 天保存情况如下： 
 

 
Figure 14. Chitosan component mask, nutrient-based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nent mask 
图 14. 壳聚糖成分面膜、营养基、中药成分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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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1) 本产品在传统面膜基础上，增加黄芩、金银花、栀子、蒲公英、白芷五种药材，并进行有效成分

的提取，最终研制出一款抗菌、美白、消炎效果极佳的新型面膜。 
2) 白芷被称为天然的美容增白剂且药用价值极高，经许多学者发现，在中药面膜中发挥美白的主要

方式是白芷水提物。金银花和蒲公英两种药材已被临床证实，具有广泛抗菌作用，提取物可抑制青春痘

生长。 
3) 壳聚糖与中药面膜的药理性融合，可治疗皮肤的低敏症状，安全性高，温和无刺激。 
4) 经一系列的性能测试与对比，结果显示该款面膜稳定性良好，抗菌与美白效果优秀，皮肤初步测

试无过敏，发痒等不良反应，符合国家安全性标准，研磨过程搭配医用甘油，玫瑰精油等其他药品，可

长时间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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