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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刘霏

近年来，“药妆品”市场发展迅速，全

球“药妆品”市场销售额在2006年已经达到

133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170亿美

元。我国的“药妆品”市场份额也正以每年

超过10％的速度增长，“中药成分”化妆品

作为“药妆品”中的一个新生力量，这些年

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然而，部分企业在经营

过程中，任意夸大“中药”在化妆品中的作

用，肆意炒作“中药”概念，“美白祛斑”、

“抗皱消痘”、“无任何副作用”的“中药”化

妆品广告充斥媒体，使广大消费者深受其

害。针对目前这种状况，记者分别对几类常

用化妆品进行了调查。

泛滥的“中药疗效”护肤品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超市及各大药

愈演愈烈的

“中药”化妆品炒作之风

店的“药妆”柜台上出售标有“中药”的化

妆品种类繁多，与国外知名“药妆品”不同

的是，国内“药妆品”主要打“中药”牌推

出其产品，其种类涵洗面奶、化妆水、滋润

乳、隔离霜、眼贴膜、精油、面膜等。记者

简单算了一下，仅中药面膜产品就有西藏红

花、芦荟保湿、红景天祛痘等13个品种。治

疗性的产品更是不计其数，仅祛痘产品就有

显达痘立消、迪痘、泽平、痘痘清、立痘停

等十多种产品，令人眼花缭乱。而记者注意

到这些祛痘产品多以“中医世家研制”、“老

中医大夫经过十几年的潜心研究和临床实

验”这样的字眼诱导消费者。这些化妆品包

装上所注明的有效成分多为当归、芦荟、珍

珠粉、红景天、百合、天山雪莲、红花等中

药，其治疗作用也被说得五花八门，淡斑、美

白、祛痘、改善红血丝、去除黑眼圈、除眼

袋⋯⋯

在专柜陈列的很多治疗性“中药”化妆

品包装上，都在醒目位置标注了“植物草本

精华”、“中药保湿因子”、“天然矿物质”、“红

花补水活肤”等字眼，但对于其中药成分的

介绍却相当模糊。在一家祛痘类化妆品专柜

前，记者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产品所含成分的

具体介绍，便询问“富含中药精华”中的精

华究竟是什么，销售人员解释说，这是从海

洋植物中提取的一种天然物质，经萃取后，

配以多种名贵中药提炼而成，这款化妆品用

的都是“纯天然”成分，任何肤质的人用后

都不会过敏。销售人员还对记者说，这个季

节皮肤很容易过敏，但这款产品不含任何香

精、香料和防腐剂，对皮肤也没有任何刺激，

治痘效果特别好，而且中药安全无副作用。

当记者再次追问包装上标示的中药成分、纯

天然成分具体是什么并且要求试用时，销售

人员只是让记者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

很多消费者对纯天然化妆品也并非完

全信任，一位消费者告诉记者：“现在，化

妆品造成的皮肤伤害太多了，甚至有些还是

比较知名的品牌。买的时候说得都挺好，什

么纯植物、纯中药、不会过敏等等。使用后，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对这些吹得神乎

其神的产品也就不敢相信了。”

采访中，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皮肤科专

家陈彤云告诉记者，自古我国女子一直有着

使用人参、灵芝、茯苓、当归、珍珠、花粉

等中药材进行美容养颜的传统，中药的药效

确切，如人参益补气血，当归活血行气，黄

芪补气生血与人参相合气血旺盛，珍珠粉嫩

肤白面、增颜消斑，茯苓润泽皮肤等等。但

当今市面上的这些中药化妆品不能与其相提

并论，尤其是有治疗作用的中药化妆品。陈

彤云老师进一步指出，“中药”一词有特定

的含义，和一般天然药物的概念是不同的，

只有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应用的药物，才能

属于中药范畴。中药具有明显的特点，其形

色气味、升降浮沉，是中医几千年来解释药

效的依据，形成特有的理论体系，理、法、

方、药一环扣一环，因此临床组方遣药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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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如对黄褐斑的认

识，中医认为是气滞血瘀，肝肾阴虚，脾虚

湿蕴、外感风邪等多方面的原因所致，故在

配制方剂时，往往要选取具有活血化瘀、滋

补肝肾、补脾渗湿、祛风解表功能的中药。

因此，通过化妆品这种单一的外用形式治

疗，很难达到消费者所期待的效果。

此外，并不是所有的中药化妆品都是

安全的。如目前祛斑类化妆品有一半以上的

配方中含有中药白芷，白芷就含有化妆品的

禁用物质——欧前胡内酯，该物质在紫外线

的照射下会导致光毒性或光敏性皮炎。而某

些纯中药成分用于药物制剂时，人体是可以

接受限量内的副作用的，但如果作为化妆品

长期接触皮肤，会加大对皮肤的刺激，损害

皮肤健康。

除了面部美容产品之外，不少洗发水

生产商为了“引领天然健康消费新理念”，也

适时推出了中药精华系列洗发水。其“专为

头发早白、枯黄及受损发质人士研制”，“中

药养发、乌黑浓密”，“有效治疗脱发、白发”

的宣传令不少消费者心动。所谓的“精选地

道名贵中草药提取的神奇‘活性黑发因子’，

让头发快速恢复黑亮，显著改善脱发现象”

及“中药染发不伤发”等商家的吹嘘，让消

费者无从考证。专家告诉记者，脱发、掉发

等问题的形成是因人而异的，想要头发健

康，仅仅依靠外用产品是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的。

鱼龙混杂的“中药”牙膏

为了吸引消费者，不仅市场上各种美

容类产品广泛利用“中药、天然药物”的噱

头，不少功能性牙膏也渐渐成长为牙膏市场

的中坚力量。记者在京城几家超市中看到摆

放着琳琅满目的中药牙膏:草珊瑚纯天然中

草药牙膏、高露洁蜂胶牙膏、云南白药牙膏

等各类中药牙膏。调查数据显示，国内牙膏

市场中，中药牙膏占据着40%～50%的市场

份额，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两面针、田七、

黑妹、冷酸灵等老品牌位居主导地位，不断

推陈出新；高露洁、佳洁士等国际品牌也意

识到中药类牙膏在中国牙膏市场的重要地

位，开始推出草本牙膏概念；云南白药、隆

力奇、立白等其他行业的企业纷纷介入，推

波助澜。使得中药牙膏品种繁多，同时也使

其市场呈现良莠不齐的混乱现象。

记者看到，很多中药牙膏包装上标明

其牙膏可护龈固齿，能够治疗牙龈炎、牙周

炎、牙过敏，甚至还具有减肥、黑发、抗高

血压、治疗糖尿病等功效。中药牙膏以“中

药”的名义“包治百病”，这种夸大其词，混

淆视听的宣传给消费者带来极大的不便。而

为了争夺市场，企业纷纷“标榜”自己的牙

膏含有中药成分，其中不少是商业炒作或玩

概念，这为真正的中药牙膏企业的发展带来

了负面影响。

中药牙膏是否真正加有中药？到底含

有哪些成分？这些成分是否真的有其特殊、

明显的效果？记者随后采访了北京大学口腔

医院专家卞既有教授，他告诉记者，目前中

药牙膏在防治牙龈炎、抗菌斑、预防及抗口

臭、清火等方面有比较稳定的功能；而在抗

过敏、牙周炎、美白、预防龋病、口干症等

方面还有待研究；但所谓的减肥、抗高血压

则是概念嫁接和商业炒作，完全是给牙膏扣

上“中药治病”的概念，欺骗消费者。此外，

虽然金银花、野菊花、草珊瑚、两面针、黄

芩、田七等中草药成分，具有一定的清热解

毒、消炎止痛的作用，但中药成分复杂，作

用机理不甚明了，制成牙膏后药物性质是否

发生改变，药物质量是否达标，能否达到设

计要求是难以预料的，必须经过科学、严谨

的研究和论证。目前对中药牙膏的成分、配

伍、相容性等研究不够充分，是否能起到如

厂家宣传的效果，目前并无相关科学实验能

够证明。此外，采访中，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内科主任医师赵奇告诉记者，口腔内有两种

菌群：一类是厌氧菌，在口腔患有感染性疾

病时，感染率可达70%～90%，有的甚至达

100%；另一类是需氧菌，占少数。当感染性

疾病发作时，寻求医生的帮助是最好的解决

办法，并无实验表明在牙膏中添加药物成分

就能治疗口腔疾病，而人体的口腔环境处于

“开放”状态，口腔环境也在不断变化，药

物成分无法长期保持在口腔里，所以单纯依

靠作为日用品的牙膏是不明智的。

当前，中药牙膏的品质掌握，由于科学

界对中药牙膏的成分、药理、机理、配伍、

相容性等研究不够充分，中药的化学研究与

活性研究脱节，药理和毒理的研究难与国际

接轨，药剂的研究也存在较大差距，导致中

药牙膏品质不稳定。由此可见，中药牙膏产
“中药”牙膏鱼龙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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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必须从传统走向现代化，必须经过严谨的

临床实验。采用随机、双盲的实验方法进行

科学的的临床评价，所得结论才能客观地反

映出中药牙膏产品的功效，才能避免想当然

和片面的商业炒作。如果中药牙膏这种混乱

状况不加改变，消费者购买到夸大其词而毫

无效果的中药牙膏，将失去对中药牙膏的信

任。

五花八门的

“中药”特效化妆品

时下越来越多的减肥药打上了纯天然、

纯中药的旗号，很多消费者认为，中药类减

肥药毒副作用小，减肥效果好，作用及疗效

可靠，中药减肥茶在市场上火过一段时间

后，“中药”按摩霜随即又风靡全国。

记者看到市面上的“中药”按摩霜含有

的主要成份大多为：太子参、党参、红参、当

归、益母草、甘油、霍霍巴油、姜汁、迷迭

香等。在“局部雕塑，想瘦哪就瘦哪！”的

广告语下，还注明了“采用名贵中药，结合

生物技术精制而成。一万多名顾客使用后，

满意率达92％以上，弥补减肥空白”的口号。

产品功效经常被描述为“活血化瘀、调理内

分泌；产品分子体积小，通过按摩可达皮下

组织，促进脂肪溶解代谢；天然消脂成分、可

以水解脂肪⋯⋯”产品宣传天花乱坠。

中药专家告诉记者，中药治疗任何病

症都是灵活的针对个人，减肥也是一样。有

的从补脾、益气、生津出发，以减少饥饿感；

药学家活到100多岁，他十分注重养生，同

时也重视对美容药品的研究，他写的一部

著名的《千金翼方》，专门有一章节收入“悦

人面”类中药，共9种，如白瓜子、雄黄、

丹砂、落葵子、麓髓、菌桂、旋复花、鹿香、

瓜蒌等。他在另一部著作《千金要方》还提

到“面脂手膏，衣香澡豆，仕人贵胜，皆是

所要”。唐代当时流行的化妆品除了有面脂

外，还有口脂、化面以及生发膏、染发膏等。

宋代《太平圣惠方》记载的永合公主“澡豆

方”等。

清代慈禧太后，对中药美容尤为器重。

据《慈禧光绪医方选议》记载：“光绪三十

年六月二十三日，寿药房传出皇太后用祛

风润面药方：绿豆粉六分、山柰四分、白附

子四分、白僵蚕四分、冰片二分、麝香一分，

共研细面，再过重箩，兑胰皂四两搅匀”。这

就是西太后美容面部皮肤之秘方。相传清

代一位皇太子因面生粉刺羞于见人，御医

用大黄、黄柏各等分，共研细末，以水和碳

酸外搽患处，没几天脸便光滑如初。

相 关 链 接

我国是最早应用天然药物护肤美容的

国家之一，中药美容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商

纣时即有用红兰花汁做胭脂的记载，春秋

战国时期，美容品的使用更为普遍，除了

“粉脂涂面黛画眉”外，已出现了简单的内

服美容药。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

草经》，总结了我国汉代以前药学的研究成

果，记载了25种具有美容作用的中药。如

白芷：“长肌肤，润泽颜色，可用面脂。”白

芷至今仍然是常用的美容成分。

魏晋时期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

也载有美容复方。晋代葛洪《肘后方》收载

有美白肌肤等美容方25首。到了唐代，人

们对护肤美容的要求有所增加，护肤美容

制剂也受到相当重视。在《太平圣惠方》中，

即收载“令面光泽洁白诸方”19种、“面脂

诸方”15种、“澡豆诸方”12种，这些方剂

不仅来自民间，而且部分还来自官府，属于

“宫廷秘方”。如唐代《外台秘要》所载武则

天“益母草留颜方”，说到唐代必然要提到

唐代的一位医药大家孙思邈，相传这位医

中药美容的历史

有的以理气通便为主，利尿排毒；有的则是

把中药与食物混合加工，制成减肥食品或作

为填充剂使用，肥胖的原因不同，治疗方法

也存在着差异。同样的方子不可能去适应千

差万别的人，这种特殊化妆品的夸大宣传只

不过是众多商家利用消费者的迫切需求牟取

暴利的手段。

造成“中药”概念化妆品种类如此繁多

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国内外都没有针对“中

药”化妆品的相关标准，所以利用“中药”

概念进行的炒作便乘虚而入。企业、商家为

了单纯地追逐商业利润，进行不实宣传，对

消费者造成误导。此外，目前国家对化妆品

的审查仅限于无害性，而无有效性方面的要

求，使企业失去了对化妆品进行有效性研究

的动力，也使得炒作概念的“中药”化妆品

日益泛滥。■

减肥类特殊化妆品大多主打中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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