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CI分享： 

祛斑类化妆品浅析 

 

摘要：了解祛斑类化妆品的概念，常用祛斑剂种类以及原理。 

 

关键词：祛斑类化妆品  祛斑剂 

 

1 祛斑类化妆品的定义 

祛斑类化妆品的定义是指用于减轻皮肤表皮色素沉着的化妆品。皮肤上色素

沉着的表现多为老年斑、黄褐斑、雀斑等各种色斑，因此这类化妆品称为祛斑类

化妆品。 

 

2 祛斑类化妆品的种类 

黑色素的形成过程和素代谢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工作为美祛斑类化妆品的开

发提供了支持。人们通过在化妆品中添加各种美白祛斑类物质，减轻或消除色斑，

从而达到美白祛斑的效果。根据不同的作用机制，可将美白祛斑类物质分为：（1）

酪氨酸酶活力抑制剂，如氢醌、熊果苷、曲酸等；（2）影响黑色素代谢剂，如

维生素 A 酸等；（3）还原剂，如维生素 C、维生素 E 及其衍生物等，可将黑

色素还原为无色的物质，但这种还原作用是可逆的；（4）化学剥离剂，加速角

质层细胞代谢，如果酸、亚油酸等[1]。下面就化妆品中的一些美白祛斑成分进行

简要介绍。 

  

3 常见祛斑成分的分析和介绍 

 

3.1 汞及其化合物  

汞及其化合物是较早期化妆品中的美白祛斑功效成分。汞具有一定的毒性，

长期使用汞超标的化妆品，汞可通过皮肤吸收，蓄积在体内，导致汞中毒。可引

起肝脏功能和神经系统损害等危害，慢性汞中毒还可能引起肾脏功能损害，最严

重的可导致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我国《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 年版）规定

在护肤类化妆品中禁止使用汞。但由于该成分见效快，原料成本相对便宜，一些

不良商家仍然非法添加。 

 

3.2 氢醌 

    氢醌的化学名称为对苯二酚，是一种白色针状结晶物质，易溶于热水、乙醇

及乙醚，微溶于苯。氢醌是一种传统且有效的美白祛斑成分，氢醌的作用机制有

两种：一种是氢醌可以凝结蛋白质，通过凝结酪氨酸酶中的氨基酸使酶冻结而失

去催化活性，且其在一定浓度下，可导致黑色素细胞的变性以及死亡。另一种研

究发现氢醌在酪氨酸酶的氧化作用下，同酪氨酸发生竞争反应，首先生成 2-羟

基氢醌，该化合物被认为是一种活性较高的黑色素抑制剂[2]。  

但之后的研究表明，氢醌对皮肤有刺激性。且在遗传毒性方面，氢醌能诱发

姐妹染色体互换、染色体畸变和损失，并增加丝状分裂的染色体基因交换的频率。

《化妆品卫生规范》（2002 年版）中明确规定在祛斑类化妆品中禁止使用氢醌。  

 

3.3 熊果苷及其衍生物 



熊果苷又称熊果甙、熊果素、熊果叶甙、熊果酚甙或杨梅甙，其化学名称为

对-羟基苯-β-D-吡喃葡萄糖甙，是一种白色针状结晶物质，易溶于热水、甲醇、

乙醇及丙二醇、丙三醇的水溶液，不溶于乙醚、氯仿、石油醚等。  

一般认为熊果苷能迅速渗入肌肤，有效地抑制皮肤中的生物酪氨酸酶活力，

阻断黑色素的形成，通过自身与酪氨酶直接结合，加速黑色素的分解与排泄，从

而减少皮肤色素沉积。目前还开发出一些熊果苷的衍生物，如熊果苷的 4-酚羟

基 

酯化物可用于化妆品中[3、4]。  

 

3.4 维生素 C 及其衍生物 

维生素 C 也称抗坏血酸，是最具代表性的黑色素生成抑制剂。维生素 C 的

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将深色氧化性黑色素还原成为浅色还原性黑色素，二是在

生成黑色素的酪氨酸酶催化反应中，抑制黑色素中间体多巴醌生成黑色素。维生

素 C是最早使用于祛斑产品中的、有代表性的添加剂之一，也是最具代表性、最

安全的美白成分之一。此外，维生素 C 还能促进胶原形成和清除自由基。  

 

3.5 烟酰胺 

烟酰胺，又名尼克酰胺(NAA)、维生素 B3、维生素 PP，白色结晶或结晶性

末，几乎无色无味，可溶于水、乙醇等，微溶于醚和氯仿 。  

它明显有别于传统的美白成分单纯通过抑制络氨酸酶的活性，减少皮肤黑色

素的生成达到皮肤美白，或祛斑成分通过还原色素，减少皮肤黑色素的沉积量而

达到美白。它通过抑制黑色素颗粒的形成，及其黑色素颗粒在向表皮细胞上行至

角质层，影响皮肤颜色或形成色斑这阶段前起很大的作用，有效抑制黑色素向角

质细胞传递，当有部分黑色素不可避免地达到表层皮肤后，烟酰胺又能通过加速

皮肤细胞的更新速度从而促进含有黑色素的细胞脱落[5]。 

 

结语 

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美的不断追求，祛斑类化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

大，产品质量也良莠不齐。了解祛斑剂的种类原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选择安

全有效的祛斑类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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