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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参 Panax ginseng 为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化妆品原料之一，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其主要化学成分人参皂苷在体内

外均表现出抗衰老、防晒、美白、保湿、消炎、固发、防脱发等护肤和护发功效，且人参经过加工产生的稀有人参皂苷会使

以上作用加强。系统地综述了近年来人参提取物及人参皂苷类成分在皮肤护理和护发方面的研究进展，为人参提取物及皂苷

类成作为新型皮肤护理产品的深入开发和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人参提取物及皂苷；皮肤护理；抗衰；美白；抗皱 

中图分类号：R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253 - 2670(2021)16 - 5078 - 11 

DOI：10.7501/j.issn.0253-2670.2021.16.032 

Research progress of Panax ginseng extracts and saponins in skin care 

LI Xiao-min1, GAO Qing-qing2, ZHAO Yu-qing2 

1. Perfect (Guangdong) Commodity Co., Ltd., Zhongshan, 528402, China 

2.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16, China 

Abstract: Panax ginseng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cosmetics raw materials. Modern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ginsenoside, the main chemical component of P. ginseng, in vivo and in vitro, has anti-aging, sunscreen, whitening, moisturizing, anti 

inflammation, hair fixation, hair loss prevention and other skin care and hair protection effects. Moreover, the rare ginsenoside 

produced by P. ginseng processing will strengthen the above effec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P. 

ginseng extract and ginsenoside in skin care and hair care in recent years, and provides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P. ginseng extract and saponins as new skin car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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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 Panax ginseng C. A. Mey. 为五加科人参

属植物，自古被誉为“百草之王”。《神农本草经》

记载：“人参，味甘微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

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

身延年”。《千金方》和《圣济总录》中记载人参及

其方剂具有美容功效[1]。现代研究证明，人参具有

调节神经系统、改善心脑血管疾病、调节免疫、抗

肿瘤、降血糖及美容养颜等作用[2]。从国内、外用

于皮肤护理的植物原料市场来看，人参原料凭借在

美容护肤方面独特效果和安全性，深受广大消费者

的喜爱，目前已成为使用最广泛的用于皮肤护理产

品的植物原料之一，为开辟人参功效物质在皮肤护

理产品中的新应用和价值提供了思路。 

本文综述了人参及各部位的主要活性成分、药理

作用和在皮肤护理及护发方面的功效研究概况，为人

参护肤产品的深入开发和价值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1  人参不同部位主要护肤活性成分 

人参的主要有效物质人参皂苷作为三萜类皂

苷，占 3%～6%，根据皂苷结构的不同可分为达

玛烷型四环三萜皂苷和齐墩烷型五环三萜皂苷。

人参皂苷多为达玛烷型，根据皂苷类型的不同，

达玛烷型人参皂苷可分为原人参二醇型和原人参

三醇型，人参皂苷的母核结构见图 1、2，根据母

核取代基的不同，将在皮肤护理方面起作用的人

参皂苷进行归纳总结，具体见表 1、2。另外，人

参不同部位的皂苷类型也存在差异，其护肤功效

也因皂苷种类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人参不同部位

的皂苷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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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原人参二醇结构 

Fig. 1  Structure of protopanaxadiol saponins 

 

图 2  原人参三醇结构 

Fig. 2  Structure of protopanaxatriol saponins 

表 1  原人参二醇型皂苷化学结构 

Table 1  Chemical structure of protopanaxadiol saponins 

序号 化合物名称 
取代基 

文献 
R1 R2 

 1 人参皂苷 Rb1 glc (2-1)-glc glc (6-1)-glc 3-5 
 2 人参皂苷 Rb2 glc (2-1)-glc glc (6-1)-ara(p) 3-5 
 3 人参皂苷 Rb3 glc (2-1)-glc glc (6-1)-xyl 3,6 
 4 人参皂苷 Rc glc (2-1)-glc glc (6-1)-ara(f) 3-5 
 5 人参皂苷 Rd glc (2-1)-glc glc 3-5 
 6 人参皂苷 Ra1 glc (2-1)-glc glc (6-1)-ara(p)-(4-1)-xyl 6 
 7 人参皂苷 Ra2 glc (2-1)-glc glc (6-1)-ara(f)-(2-1)-xyl 3,6 
 8 人参皂苷 Ra3 glc (2-1)-glc glc (6-1)-ara(f)-(3-1)-xyl 3,6 
 9 20(S)-人参皂苷 Rg3 glc (2-1)-glc H 3-4,7 
10 20(R)-人参皂苷 Rg3 glc (2-1)-glc H 3-4,7 
11 人参皂苷 Rh2 glc H 6 
12 人参皂苷 Rs1 glc (2-1)-glc(6) Ac glc (6-1)-ara(p) 3,6 
13 人参皂苷 Rs2 glc (2-1)-glc(6) Ac glc (6-1)-ara(f) 3,6 
14 人参皂苷 F2 glc glc 4 
15 人参皂苷 CK H glc 4-5 
16 三七皂苷 Fe glc glc (6-1)-ara(f) 8 
17 人参皂苷 Rd2 glc glc (6-1)-ara(p) 8 
18 绞股蓝皂苷 IX glc glc (6-1)-xyl 8 
19 绞股蓝皂苷 XVII glc glc (6-1) 9 
20 pseudoginsenoside RC1 glc (6-6)-glc-Ac glc 10 

R1、R2为图 1 中取代基  glc-β-D-吡喃葡萄糖基  ara(f)-α-L-阿拉伯呋喃糖基  ara(p)-α-L-阿拉伯吡喃糖基  Ac-乙酰基 

glc-β-D-glucopyranosyl  ara(f)-α-L-arabinofuranosyl  ara(p)-α-L-arabinopyranosyl  Ac-acetyl 

表 2  原人参三醇型皂苷 

Table 2  Chemical structure of protopanaxatriol saponins 

序号 化合物名称 
取代基 

文献 
R1 R2 R3 

 1 人参皂苷 Re H glc (2-1) rha glc 3-6 
 2 人参皂苷 Rf H glc (2-1) glc H 3-6 
 3 人参皂苷 Rg1 H glc glc 3-4,6 
 4 20(R)-人参皂苷 Rg2 H glc (2-1) rha H 3-4,6 
 5 20(S)-人参皂苷 Rg2 H glc (2-1) rha H 3-4,6-7 
 6 20(S)-人参皂苷 Rh1 H glc H 3-4,6-7 
 7 20(R)-人参皂苷 Rh1 H glc H 3-4,6-7 
 8 人参皂苷 Rh3 H glc (2-1) glc glc (6-1)-ara(p)-(4-1)-xyl 6 
 9 人参皂苷 Ra2 H glc (2-1) glc glc (6-1)-ara(f)-(2-1)-xyl 3,6 
10 人参皂苷 Ra3 H glc (2-1) glc glc (6-1)-ara(f)-(3-1)-xyl 3,6 
11 20(S)-人参皂苷 Rg3 H glc (2-1) glc H 3,4,7 
12 20(R)-人参皂苷 Rg3 H glc (2-1) glc H 3,4,7 
13 人参皂苷 Rf H glc (2-1) glc H 3-6 
14 人参皂苷 Rf1 H H glc 11 
15 人参皂苷 F1 H H glc 4 
16 三七皂苷 R2 H glc (2-1) xvl H 12 
17 vina ginsenoside R4 glc (2-1) glc H glc 13 

R1、R2、R3为图 2 中取代基  rha-α-L-吡喃鼠李糖基 

R1, R2 R3 are the substituents in Fig. 2  rha-α-L-rhamnopyranosyl 



·5080· 中草药 2021 年 8 月 第 52 卷 第 16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1 August Vol. 52 No. 16 

  

表 3  人参不同部位的皂苷 

Table 3  Types of ginsenosid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Panax ginseng 

人参部位 
皂苷类别 

文献 
原人参二醇型 原人参三醇型 

根 人参皂苷 Rb1、Rb2、Rc、Rd、Ra1、 

Ra2、Ra3、Rb3、Rg3、Rs1、Rs2，丙 

二酰人参皂苷 Rb1、Rb2、Rc、Rd， 

西洋参皂苷 R1，三七皂苷 R4，20 (S)-  

人参皂苷 Rg3、Rh2 

人参皂苷 Re、Rf、Rg1、Rg2、Rh1、Rh3、Rf1，20-葡 

糖基人参皂苷 Rf、20(R) -Rg2，三七皂苷 R1，假人 

参皂苷 R11、Rp1、Rt1，20(R)-原人参三醇，竹节参 

皂苷 IV、IVa 

14-15 

茎叶 人参皂苷 Rb1、Rb2、Rc、Rd、Rg3、 

F2、Rd2，20(S) -人参皂苷 Rg3、Rh2， 

20(R) -人参皂苷 Rg3，原人参二醇、 

三七皂苷 Fe、绞股蓝皂苷 XVII、IX 

人参皂苷 Re、Rg1、Rh3、F1、F3、F5、Rf、Rh4、Rh5、 

Rh6、Rh7、Rh8、Rh9、Rg4、Rg7、La，人参花皂苷 

M、N、20(S) -人参皂苷 Rg2、Rh1，20(R) -人参皂 

苷 Rg2、Rh1，三七皂苷 R1 

15-17 

花 人参皂苷 Rb1、Rb2、Rc、Rd，丙二酰 

Rb1、Rb2、Rc、Rd，拟人参皂苷 Rc1， 

绞股蓝皂苷 XVII 

人参皂苷 Rg1、Rf、Re、F3、F5、La，丙二酰人参皂苷 

Re，拟人参皂苷Rs1，20(S) -人参皂苷Rg2、Rh1，20(R) -

人参皂苷 Rg2、Rh1，3-乙酰基人参皂苷 Rg1，6’-乙酰

基人参皂苷 Rg1，三七皂苷 R1，越南人参皂苷 R4，

人参花皂苷 M、N、P，20(R/S)-原人参三醇 

18-19 

果实 人参皂苷 Rb1、Rb2、Rc、Rd、Rg3，

竹节参皂苷 Rd、C-K、20(S)-原人参

二醇、20(R)-25-羟基-原人参二醇 

人参皂苷 Re、Rg1，20(R/S) -人参皂苷 Rg2，人参皂苷 

Rf、Rh1，三七皂苷 R1、F2，假人参皂苷 Rc1，三七 

皂苷 R2、Fe、Ia、LM1、Rh6、Rh4、Rh5、Rh4、20(R)- 

三七皂苷 Rf2、20(R/S)-原人参三醇、人参皂苷 Rh3、

20(R)-25-羟基-原人参三醇 

20 

2  人参护肤及护发的功效作用 

人参作为我国传统的美容护肤产品，其美容护

肤效果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到目前为止，人参还被

广泛用作化妆品原料。存在于各个部位中的人参皂

苷等活性物质使人参不同的部位都具有一定的美容

护肤功效。 

2.1  抗衰老作用 

皮肤衰老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影响

因素的不同主要分为 2 种类型：一受遗传因素影响的

皮肤自然渐进衰老的过程，称为内源性老化，又称自

然老化，主要表现为皮肤萎缩、细小皱纹和干燥；二

是外源性老化，主要受紫外线辐射、吸烟、引力、化

学物等外在环境因素影响，其中超过 80%的面部皮肤

的组织老化是由于紫外线辐射，因此又称光老化，由

此引起的皮肤老化表现为出现皮肤变色、肤色暗沉、

粗糙松弛、深度皱纹、皮肤弹性消失[21-22]。 

研究发现，人参提取物[23]和人参皂苷 Rd[24]可

抑制中波紫外线诱导的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1 和 MMP-13 的产生达

到抗光老化的作用；朱丽平等[25]通过临床长效和短

效试验表明，添加了人参提取物的抗衰老面膜能够

活化皮肤细胞，补充皮肤的水分，增强肌肤弹性，

减少肌肤水分流失。余兰彬等[26]发现人参 50%的乙

醇提取液抗氧化作用的半抑制浓度（half max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IC50）值为 6.86 g/L。人参

水提物能有效提高小鼠心脑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SOD）活性，降低过氧化

脂质和脂褐素的含量，拮抗过氧化损伤 [27]。人参

多糖具有显著的清除 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1, 

1-diphenyl-2-picrylhydrazyl radical 2,2-diphenyl-1- 

(2,4,6-trinitrophe-nyl) hydrazyl，DPPH]自由基的效

果[28]。 

程俊霖[29]研究发现，人参茎叶总皂苷能够提高

衰老小鼠全血过氧化氢酶（catalase，CAT）和谷胱

甘肽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

及皮肤组织中 SOD 活力，降低皮肤组织中丙二醛

（malondialdehyde，MDA）含量。Hong 等[30]研究人

参茎叶皂苷能够清除 DPPH 和 2,2'-联氮-二（3-乙基-

苯 并 噻 唑 -6- 磺 酸 ） 二 铵 盐 [2,2'-azinobis-

（ 3-ethylbenzthiazoline-6-sulphonate），ABTS]自由

基，减轻 UVB 诱导的表皮变厚和屏障功能受损及

抑制 UVB 诱导的 MMP-2、MMP-3、MMP-13 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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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参提取物还可清除过量自由基[31]，促进 I 型

胶原蛋白合成[32]。韩国学者[33-34]通过成纤维细胞实

验 表 明 ， 人 参 茎 叶 皂 苷 可 减 少 活 性 氧

（reactiveoxygen species，ROS）的产生和 GSH 的消

耗，抑制长波紫外线（ultraviolet A，UVA）诱导的

MMP-2 和 MMP-9 的活性，促进 I 型胶原合成。Shin

等[35]通过人体实验证明，人参茎叶皂苷具有良好的

抗皮肤老化特性。马林等[36]通过衰老小鼠模型研究

发现，人参花寡糖具有提高 SOD，GSH-Px 和 CAT

活力，降低 MDA 含量的作用。人参果粒多糖能明

显降低老年大鼠血清 MDA 含量及脑和肝组织

（ lipofuscin，LF）含量，明显提高血清 SOD、CAT、

GSH-PX 活性及皮肤羟脯氨酸（hydroxyproline，

HYP）含量[37]。密鹤鸣等[38]将人参防皱霜涂于小白

鼠 37 天后，皮肤中 HYP 含量明显增高，可增加皮

肤中胶原蛋白的含量。Kim 等[39]研究的人参叶中含

有高纯度人参皂苷 Rb3 和人参皂苷 Rb2 的提取物，

通过对24位志愿者眼眶周围区域使用8周后结果证

明，用人参叶（Panax ginseng leaf，PGLE）乳液可

降低目标区域的深沟深度。 

2.2  美白作用 

酪氨酸酶（tyrosinase）是体内黑色素生物合

成的关键靶点[40]，通过抑制酪氨酸酶活力使黑色

素颗粒生成减少从而达到美白功效[41]。研究表明，

人参提取物可通过抑制酪氨酸酶而表现出美白功

效[42-43]；栗建明等[44]将人参毛状根提取物中的熊果

苷、多糖和人参皂苷等进行配方组成的配方具有良

好的美白作用。 

Park 等[45]研究 70%乙醇对人参芽叶和根提取

物的抗氧化活性和美白效果。发现人参叶提取中的

总多酚和总黄酮质量分数分别为 4.83、6.04 mg/g。

在 1.0 mg/mL 质量浓度下，人参根和叶提取物对酪

氨酸酶的抑制活性分别为 0.41%和 0.59%。张智萍

等[46]通过人体斑贴美白试验发现，含人参果提取物

的乳液具有减少黑色素含量的效果。 

人参中的熊果苷通过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从

而抑制黑色素的生成[47]。高剂量的人参皂苷 Rb1可

抑制 B16 黑色素细胞的增殖[48]。人参皂苷对培养黑

色素细胞一氧化氮合酶的表达具有抑制作用 [49]。

10～80 g/mL的人参皂苷 Rg1 通过减少黑色素合成，

达到美白的效果[50]。人参皂苷 Rg3对调节黑色素生

成的信号分子 Akt 和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来减少黑

色素含量和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是一种安全有效

的皮肤美白剂[39,51]。 

2.3  抗皱作用 

李子安等[52]用人参抗衰老系列产品对 45 名健

康受试者进行临床功效测试，其结果表明，该人参

抗衰老系列的产品能明显提高皮肤角质层的含水

量，降低经皮水分散失（trans epidermal water loss, 

TEWL）值，减少面部皱纹。冻干的林下参茎叶的

水提取物和 70%乙醇提取物具有明显的抗氧化和抗

皱作用，可用作改善皮肤皱纹的美容食品原料[53]。

人参能激活皮肤的新陈代谢、减少角质化、滋润和

软化皮肤以及减轻皱纹[54]。 

2.4  抗炎作用 

人参是治疗炎症最广泛使用的替代药物之

一。近年来，研究发现人参皂苷在治疗炎症性相

关疾病过程中表现出多种各样的药理作用。由于

化学结构不尽相同，所以每种人参皂苷具有不相

同的药理作用[55]。研究表明[56-57]，鲜人参根的醚

溶性成分、人参提取物及人参皂苷具有良好的抗

炎活性。人参皂苷 GF2 对十四烷酰佛波醇乙酸酯

（TPA）诱导的小鼠皮肤炎症的有益作用，有助于

炎症性的相关皮肤病的治疗[58]，徐文等[59]通过小

鼠接触性皮炎模型证明，人参皂苷 Rh2 有效抑制

耳肿胀，降低小鼠耳朵组织中环氧化酶（COX）-2、

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IL-4、TNF-α

和 IFN-γ 的 mRNA 表达水平，表现出抗炎和治疗

过敏性皮炎的活性。药理活性研究结果表明，人

参皂苷 Rg5 可以改善皮肤炎症性疾病，如接触性

皮炎或银屑病等[60]。Ahn 等[61]分别用人的角质形

成细胞和巨噬细胞进行评估，得出 Rg5/Rk1 的体

外抗特应性皮炎 AD 的作用。ig、ip 人参皂苷 Rg5，

发现均能有效抑制小鼠由免疫球蛋白 E（IgE）抗

原复合物引起的被动皮肤过敏反应（PCA），此外，

它们对异常糖链糖蛋白（tumor abnormal protein，

TAP）诱导的小鼠耳皮炎具有抗炎作用[62]。 

2.5  护发作用 

由社会环境、饮食状况、工作压力等因素导

致头发出现少白头的人群越来越大 [63]。人参中提

取的多糖可防止由于紫外线的刺激而引起的脱

发 [64]；人参萃取物可防止脱发和白发[65]；向照瑞

等[66]发现参组方具有缓解脱发、促进头发生长的

作用。人参具有抑制头皮屑的作用[67]。方中主药

为人参的古方生脉饮 [68-69]对治疗气血两虚型脱发

有显著疗效[70]。万玉华等[71]对含有人参活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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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洗发水进行评价，得出人参提取液在洗发水中含

量为 15%时柔顺头发的效果最好。Kim 等[72]发现人

参皂苷的质量分数为 3%时，可以增强头发抗张强

度与延伸率，保持头发弹性[73-74]。刘子文等[75]将以

人参提取物为原料制成的人参 E 酮霜，涂抹在于患

者头部可抑制头皮屑的滋生。 

3  人参提取物及皂苷类成分的护肤作用机制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人参在美容护肤等方面具

有药理活性，人参中含有的皂苷类成分种类丰富，

同一种皂苷往往具有不同的药理作用，不同种类的

皂苷也可能具有相同的药效，因此人参药理作用广

泛，其美白护肤方面的功效被广泛开发。 

3.1  人参提取物护肤作用机制 

随着人参护肤功效的相关研究的逐渐深入，

人参作为最受欢迎的天然化妆品的原料之一，国

际和国内市场对于人参以及人参提取物的需求

量大幅度上升，人参提取物具有抗氧化、美白和

防晒等功效，人参提取物护肤作用机制等见表 4。 

表 4  人参提取物护肤功效和作用机制 

Table 4  Skin care efficacy and mechanism of P. ginseng extract 

人参提取物 功效 作用机制 文献 

乙醇沉淀相、正丁醇

相和水相 

抗氧化 有显著清除超氧阴离子的作用 76 

根提取物 促进人真皮成纤维细胞胶原 

的产生 

可 诱 导 Smad 2 （ smaddrosophila mothers against 

decapentaplegic protein）磷酸化，Smad2 是 I 型前胶原生

成中的一个重要转录因子 

77 

花萼乙醇提取物 抑制黑色素的合成、分泌和 

H2O2 及 中 波 紫 外 线

（ultraviolet B，UVB）导致

的皮肤损伤 

通过阻断激活蛋白 1 的调节酶如 p38、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和环磷酸腺苷反应元件结合蛋白来抑制黑色素的合成和 

分泌；降低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MMP）、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和透明质酸酶的表达 

78 

超滤处理过的人参叶

提取物 

抑制 UVB 导致的皮肤损伤 可降低 UVB 诱导的表皮厚度和皮肤屏障功能损伤；超滤处

理过的人参叶（ginseng leaves treated by ultrafiltration，

UTGL）抑制 UVB 照射诱导的 MMP-2、MMP-3 和

MMP-13 的表达 

79 

人参发根提取物 具有抑制黑色素瘤 A375 细胞增殖、降低 A375 细胞中酪氨

酸酶的活性；减少细胞中黑色素生成、降低细胞迁移和

侵袭能力等作用；促进 A375 细胞的凋亡。促进人永生化

皮肤角质层细胞（human immortalized keratinocytes，

HaCaT）增殖作用 

80 

 

3.2  人参皂苷护肤作用机制 

目前已知的分离鉴定出百余种人参皂苷中，含

量较高的为主要人参皂苷，并且种类丰富，相比于

人参提取物，主要人参皂苷的护肤作用更加全面，

如表 5 所示，主要人参皂苷具有抗衰、抗炎、防晒、

美白以及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等护肤功效。 

3.3  稀有人参皂苷（元）护肤作用机制 

稀有人参皂苷是主要是由主要人参皂苷在动物

体内代谢得到，其生物活性通常高于主要人参皂苷。

稀有人参皂苷的护肤功效和作用机制如表 6 所示。 

4  讨论 

综上研究已证明，人参皂苷类成分是人参皮肤护

理产品中主要的功效物质[111-112]。金贵歆等[113]应用质谱

法对自制的人参美白霜定性鉴别的结果表明，该产品

中含有人参皂苷 Rb2、Rc、Rd、Re、Rg1、Rg2、Rh1

和三七皂苷R2。宋长春等[114]测定分析人参露中除了含

有特殊香味来自人参挥发油外，还含有皂苷类、植物

甾醇、黄酮类等成分。李国华等[115]采用反相高效液相

色谱法对多种人参皂苷进行了同步定性定量分析，确

定了人参系列化妆品的质量评价指标和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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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人参皂苷护肤作用机制 

Table 5  Skin care mechanism of ginsenoside 

功效 人参皂苷 作用机制 文献 

抗衰老 人参茎叶总

皂苷 

使衰老小鼠全血中 CAT 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 活力显著升高，皮肤组

织匀浆中 SOD 活力显著升高 MDA 含量降低，皮肤组织中羟脯氨酸

（hydroxyproline，HYP）含量升高 

81-83 

人参皂苷 Rd 增加 SOD、CAT 等抗氧化酶的活性，提高 HYP 含量减轻小鼠与年老有关的过氧 

化损伤的作用 

84 

85 

人参皂苷 Rb0 降低 UVB 引起的成纤维细胞内氧化应激水平 86 

抑制 UVB 诱

导 的 皮 肤

损伤 

人参皂苷 F1 显著降低 UVB 诱导的 HaCaT 细胞死亡，保护 HaCaT 细胞不受 UVB 辐射诱导的 

凋亡，阻止 UVB 诱导的 HaCaT 细胞中多聚二磷酸腺苷（adenosine diphosphate，

ADP）核糖聚合酶的裂解 

87 

人参皂苷 Rb1 可显著增强紫外线辐射后细胞的活力，减少核浓缩、核小体的形成及细胞凋亡的 

发生，加速环丁烷嘧啶二聚体的清除，通过加速 DNA 损伤的清除，抑制紫外 

线诱导的角质形成细胞凋亡的发生 

88 

人参皂苷 Rb2 降低 UVB 引起的成纤维细胞内氧化应激水平；降低成纤维细胞内胶原水解酶 

MMP-1、MMP-3 表达或活性延缓胶原蛋白降解达到真皮层光老化保护作用 

89 

人参皂苷 Rd 可以降低成纤维细胞内胶原水解酶 MMP-1、MMP-2、MMP-3 表达或活性延缓胶 

原蛋白降解达到真皮层光老化保护作用 

90 

人参皂苷 Rg1 对 UVB 损伤皮肤成纤维细胞以及作为皮肤神经细胞模型的 PC12 细胞进行保护， 

减轻细胞脂质过氧化程度，增强细胞抗氧化酶活性，从而对细胞起到保护作用； 

对皮肤成纤维细胞及皮肤神经模型的 PC12 细胞均具有保护作用 

91 

人 参 皂 苷

Rb1、Rg1、

Re 

显著提高细胞增殖水平，改善胶原代谢，升高 HYP 含量、I 型前胶原的蛋白质及 

信使核糖核酸表达量，显著降低 MMP-1 蛋白质及 mRNA 表达量，通过影响成 

纤维细胞的基因及蛋白质的表达，均显著促进胶原合成、抑制胶原降解 

92 

抑制皮肤 

炎症 

人参皂苷 Re γ 干扰素（interferon，IFN-γ）和抗脂肪酸合成酶（fatty acid synthetase，FAS）共

同作用可诱导 HaCaT 细胞凋亡，对 Anti Fas Ab 诱导的 HaCaT 细胞凋亡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 

93 

美白 人参皂苷 Rb1 大于 125 μg/mL 时对 B16 黑色素细胞增殖有抑制作用 94 

 人参皂苷 Rg1 大剂量时对 MV3 黑色素细胞增殖、黑素合成均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可抑制黑色 

素细胞增殖，减少黑色素合成 

95 

 人参皂苷 Rf 显著抑制 Forskolin 或紫外光刺激下的黑素生成，细胞酪氨酸酶活性和小眼畸形 

相关转录因子（microphthalmia-associ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MITF）和酪氨酸

酶相关蛋白水平均被下调，抑制 MITF 启动子的活性 

96 

 人参皂苷 Rb1 对 B16 黑色素瘤细胞黑色素合成抑制，抑制 α-黑色素细胞刺激激素刺激的 B16 

细胞的黑色素生成，且呈剂量依赖性 

97 

 人参皂苷 Rh4 对 B16 黑色素瘤细胞黑色素合成抑制，通过蛋白激酶 A 途径抗黑色素生成 98 

 

通过网络销售平台搜索统计，在中国市场销售

的化妆品中，人参提取物及皂苷类成分广泛用于皮

肤护理和化妆品行业。以人参为主要功效成分的护

肤品有上百个个品牌，且以韩国为主。200 多种用

于抗皱、美白、保湿等皮肤护理的化妆品覆盖了各

个年龄段女士以及男士、孕妇等人群。在这些产品

中添加的主要提取物均来源于人参提取物和皂苷类

成分，韩国人参化妆品则主要以红参或者生物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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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稀有人参皂苷（元）护肤功效和作用机制 

Table 6  Skin care efficacy and mechanism of rare ginsenosides 

化合物 功效 作用机制 文献 

人参皂苷 Rg3 抑 制紫外 线

诱 导 的 皮

肤损伤 

通过对紫外线照射损伤的皮肤细胞的抗氧化作用恢复线粒体三磷酸腺苷和膜电位，导致与细胞外基质、细胞增殖和

抗氧化活性相关的蛋白增加 

99 

人参皂苷 CK 能够通过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信号途径抑制 MMP-1 的表达，降低成纤维细胞内胶原水解酶 MMP-1、MMP-2、MMP-3 

表达或活性延缓胶原蛋白降解达到真皮层光老化保护作用 

100 

人参皂苷 Rg3 抑制细胞凋亡，使肝癌小鼠的免疫器官中 SOD 活力增加，清除体内过量的自由基；抑制黄嘌呤氧化酶（xanthine oxidase，

XOD）活性，从源头上对过氧化的自由基发挥抑制作用；降低脂质、脂氢的过氧化反应，减少MDA 的累积 

101-102 

人参皂苷 Rg3 美白 可显著抑制正常人表皮黑素细胞和 B16F10 细胞的黑色素合成，抗黑素生成，诱导 ERK 的激活；通过抑制核因子 κB、 

活化蛋白 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磷脂酰肌醇激酶/蛋白激酶 B 信号转导，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转移；通过阻碍 

DNA 合成和抑制 MMP-2、MMP-9、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有效地抑制黑色素瘤细胞的生长 

103-104 

人参皂苷 Rh2 诱导凋亡抑制人类恶性黑色素瘤细胞的生长 105-106 

人参皂苷 Mx、CK 抑制皮肤 

炎症 

对 Anti Fas Ab 诱导的 HaCaT 细胞凋亡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107 

人参皂苷 CK 对小鼠耳肿胀的抑制作用，也显著降低 oxazolone 小鼠耳朵 COX-2、IL-1β、IL-4、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α、IFN-γ 的 mRNA 水平。通过调节巨噬细胞产生的环氧化酶-2 和 Th 细胞诱导的干扰素-γ 和 IL-4 改善接

触性皮炎或银屑病 

108 

人参皂苷 Rg3 诱导巨噬细胞的 M2 极化并加速炎症的消退诱导 M2 标记基因精氨酸酶-1 的表达，抑制 M1 标记基因的表达，如诱 

导型 NO 合成酶、NO 水平等，在炎症反应高峰期进入腹膜腔时加速了溶解过程 

109 

原人参三醇 改 善皮肤 屏

障功能 

增强聚丝蛋白、转谷氨酰胺酶-1、连接蛋白、封闭蛋白和透明质酸合酶-1、2、3 的表达，提高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ERK、Jun 氨基末端激酶和 p38 以及上游 MAPK 激活子的磷酸化水平，增强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下游信号靶点激

活蛋白-1 和环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蛋白的转录活性 

110 

人参提取物为主原料。大部分人参提取物和人参皂

苷产业集中在中国。预计到 2024 年，世界人参皂苷

市场的规模将从 2019 年的 9.5 亿美元增至 9.7 亿美

元。因此，以人参提取物和人参皂苷为原料的皮肤

护理和护发的产品将会有巨大的开发前景和广阔的

市场。 

尽管人参提取物和皂苷类成分已经在皮肤护理

方面得到广泛的研究，且已证明在皮肤护理方面的具

有显著地抗衰老、美白、抗皱等种功效，特别是有些

单体人参和稀有皂苷的研究已从分子水平阐明了抗

衰老美白剂抗皱等功效的作用机制，并已经作为化妆

品的天然植物原料用于皮肤护理的产品中。但从市场

已有的人参护肤产品分析，人参提取物和其中的功效

显著、机制清楚的人参皂苷组成和功效成分还不明

确，还鲜见有质量评价或控制的检测方法，如韩国雪

花秀人参面霜、相宜本草元气参高能多效精华露、百

雀羚肌初赋活抚纹精华液、大宝 SOD 蜜、AHC B5

安瓶玻尿酸面膜二代等。另外，功效和作用机制明确

的人参单体成分和稀有皂苷还未见有作为主要原料

用于皮肤护理的产品当中。用于皮肤护理产品的临床

研究还不多见，人参地上部分的茎叶、花和果及提取

物和皂苷类成分还未被深入开发利用。如将人参茎

叶、花和果中的人参提取物及皂苷经专有技术转化成

活性强、吸收快的稀有小分子，皮肤护理效果会显著

提高，市场竞争具明显优势，应用前景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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