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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紫苏中迷迭香酸的提取工艺和保湿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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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利用紫苏中大量含有的迷迭香酸活性成分制备了抗氧化面膜，该抗氧化面膜在抗氧化

性能测定中表现出良好的抗氧化能力，且在不同人体皮肤测定中表现出良好的保湿能力。本实验成功制备

的迷迭香酸抗氧化面膜为紫苏在化妆品行业拓宽了新的应用前景，为紫苏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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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study, an antioxidant mask was prepared using the active ingredient of rosmarinic acid, 
which is abundant in Perilla frutescens. The antioxidant mask showed good antioxidant capacity in antioxidant 
performance assay and good moisturizing capacity in different human skin assays. The successful preparation of 
rosmarinic acid antioxidant mask in this experiment broadens the prospect of new applications for perilla in the 
cosmetic industry and provides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perilla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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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天然植物中往往含有多种活性成分，例如糖类、

蛋白质类、脂肪类，黄酮、生物碱、矿物质等。从

天然植物当中提取所需的活性成分制备抗氧化护肤

产品是近些年新兴的研究方向。近些年出现了不少

有关于利用植物中的天然成分制备抗氧化面膜的研

究，如红果参抗氧化面膜[1]、番茄红素抗氧化面膜[2]、

山葡萄皮渣抗氧化面膜和铁皮石斛抗氧化面膜等
[3-4]。上述制备的抗氧化面膜存在着原材料价格昂

贵、抗氧化活性成分含量少、抗氧化活性成分稳定

性差、提取工艺复杂和抗氧化活性成分含量低等缺

点。本实验提取紫苏中的迷迭香酸，并将其制成抗

氧化面膜，制成的面膜能完美的解决以上的问题。

迷迭香酸是一种可以从植物中提取分离得到的一种

水溶性的天然酚酸类化合物，尤以唇型科和紫草科

植物中含量最高。根据相关研究发现，迷迭香酸的

抗氧化性强于咖啡酸、绿原酸、叶酸等其他抗氧化

剂[5-7]，且稳定性高于维生素 C、茶多酚这类遇高温

分解的抗氧化剂，能够有效降低癌症病房以及动脉

硬化的风险。此外，迷迭香酸还具有优良的抗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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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抗菌、抗病毒以及抗肿瘤领域也被广泛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迷迭香酸的抗紫外线、抑制弹

性蛋白降解、抗氧化等特性，其在化妆品领域已成

为了重要的添加剂。紫苏是唇形科植物的一种，紫

苏内富含着丰富的迷迭香酸，因此在本实验中我们

以简便的步骤成功地从紫苏植物当中提取了迷迭香

酸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提纯处理，然后将其用于

制备面膜。我们研究了从迷迭香酸不同浓度和不同

加入量两个相关变量对其抗氧化性能进行测定。在

制备功效性面膜如抗氧化面膜等时，通常会测试其

功效性，但往往忽略了面膜的基础保湿性能的测定。

因此，在此实验中，我们将所制备的面膜与其他成

分的保湿材料进行了真人对照试验，成功测试了以

迷迭香酸为原料所制成的面膜的保湿性能。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 
天然紫苏、D101 大孔吸附树脂、盐酸、氢氧化

钠、二苯基苦基苯肼（DPPH）、抗坏血酸、乙醇、

聚乙烯吡咯烷酮（PVP）、甘油、迷迭香酸标准品

（阿拉丁，纯度 97%） 
1.2 方法 
（1）提取紫苏中的迷迭香酸 
将紫苏洗净后放入烘箱，将其彻底烘干干燥后，

用高速粉碎机对其进行粉碎，随后使用 80 目筛对所

得的粉碎产物进行过滤，收集过筛所得产物，将其

放在干燥阴凉处保存备用。称取上述制备所得的紫

苏粉末置于 300m 锥形瓶中，然后按液料比 25:1（即

25ml H2O 倒入 1.00g 紫苏粉末中）加入相应比例的

H2O，用封口膜封好锥形瓶瓶口后放入超声仪中，

超声震荡 30min 后，迅速将其冷却降温，使用布氏

漏斗对溶液进行抽滤，用烧杯收集所得的抽滤液。 
（2）对提取出的迷迭香酸进行提纯 
首先，用分析天平称取 D101 大孔吸附树脂约

10g ，接着对其进行预处理，即使用 95%乙醇溶液

将其完全浸泡 24 小时，以溶解其造孔剂。浸泡 24
小时后再用 95%乙醇溶液进行洗脱，直至往洗脱液

中加入 5 倍体积量超纯水不出现白色浑浊为限，停

止洗脱，再用纯水将其洗至无醇味即可。接着使用

相比于树脂体积约 3 倍的 5%盐酸溶液、超纯水以及

4%氢氧化钠溶液依次流过树脂柱。待上述溶液依次

从树脂中流出后，再用大量纯水清洗树脂柱，实时

对洗脱液进行 pH 值测定，直至测定到洗脱液近中

性即可停止洗脱，从而得到所需的湿树脂。用完成

上述处理步骤的大孔吸附树脂柱对（1）中所得抽滤

液进行吸附，用纯水冲洗树脂柱洗去其中掺有的杂

质，最后再选用 40%乙醇溶液作为洗脱剂对抽滤液

进行洗脱，用烧杯收集洗脱液。该吸附洗脱步骤共

重复三次，然后将三次洗脱所收集的洗脱液装入同

一容器中进行合并，最后对总洗脱液进行减压浓缩。

经过探究所得，该吸附洗脱步骤的最佳工艺条件及

设备参数是：吸附剂流速为 2BV/h，洗脱时的纯水

用量为 2BV，选用的洗脱液即 40%乙醇溶液用量为

12BV，洗脱剂流速为 1.0BV/h。 
（3）紫苏迷迭香酸含量的测定 
①首先，先分别配制 30μL 0.2 mol/L新配FeSO4

溶液，0.2mL 含 RosA 50-300μg 标准品（溶于 40%
乙醇），以及 4.0mL pH=6.0 的 0.1mol/L NaAc 缓冲

液，蒸馏水 0.77mL，然后将上述溶液混合成 5.0 mL
的溶液体系。在第 1 管加入 40%乙醇 0.2mL，以此

为空白对照。混合充分后，在暗处室温下静置 5min，
使其显色充分。②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检测迷迭香

酸含量。配制标准系列溶液及样品溶液。③用第 1
管做参比溶液，使用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对样品

进行测定，并且观察其在 568nm 处的吸光度，然后

通过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处理，设定横轴为 RosA 标

准品的含量，纵轴为吸光度，绘制出标准曲线。 
（4）使用所提取出的迷迭香酸制备面膜纯化后

的抗氧化性能测定 
为了探究所制备面膜的抗氧化性能，本实验采用

二苯基苦基苯肼分光光度法（即 DPPH 分光光度法）

对所制备的面膜的抗氧化性能进行研究。第一步，我

们选取的参照溶液为抗氧化物质 Vit C；第二步，对

已知不同标准浓度的 Vit C 的抗氧化性进行测定时，

我们采取的测定方法是 DPPH 分光光度法；第三步，

通过计算机处理建立标准曲线图，然后分别测定使用

了不同量的紫苏提取物所制备的面膜的清除率，再将

其转换成 Vit C 等效当量，比较其抗氧化性。 
用分析天平精确称取 20 mg Vit C，放置烧杯

50mL 烧杯中，随后少量纯水将其溶解，再转移至

20 mL 的容量瓶中进行定容，随即得到浓度为 1 
mg/mL 的维生素 C 溶液。然后分别取 0.5、1.5、2.5、
3.5、4.5 mL 的上述所配置的 Vit C 溶液，转移至

50mL 的容量瓶当中，加入纯水进行定容，最终得到

浓度梯度依次为 0.01mg/mL，0.03mg/mL，0.0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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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0.07mg/mL，0.09mg/mL 的 Vit C 溶液。精确

称取 20mg DPPH，于烧杯中，接着用少量的无水乙

醇将其进行溶解，然后转移至 100mL 的容量瓶中，

使用无水乙醇对其进行定容，随即得到浓度为 0.5 
mmoL/L 的 DPPH 溶液。 

①分别取 2.0mL75%乙醇溶液和上述所配置的

DPPH 溶液加入到同一试管中，对其充分混合均匀，

然后放置在阴凉昏暗处避光静置 30 min，随后将其

转移至比色管中。然后选取 75%乙醇溶液为参比对

照，测量混合液在波长 517nm 处的吸光度，所得结

果记作 A0。 
②分别取 2.0 mL待测液和75%乙醇溶液加入到

同一试管中，充分均匀混合后，放置阴凉昏暗处避

光静置 30 min，然后转移至比色管当中。本实验选

取 75%乙醇溶液为参比对照，测量混合液在波长为

517nm 处的吸光度，所得结果记作 Ar。 
③分别取 2.0 mL待测液和现配的DPPH溶液加

入到同一试管中，充分均匀混合后，放到阴凉昏暗

处避光静置 30 min，然后转移至比色管中。本实验

选取 75%乙醇溶液为参比对照，测量混合液在波长

517nm 处的吸光度，所得结果记作 As。 
（5）使用分离提纯的迷迭香酸制备抗氧化面膜 
用分子天平称取聚乙烯吡咯烷酮（PVP）6g，

加入甘油 2g，再加入实验所需量的紫苏提取物溶液，

接着加入纯水 20 mL 和搅拌子，置于磁力搅拌器上

充分搅拌使 PVP溶解，再加入纯水 10 mL搅拌均匀，

直至 PVP 完全溶解，即为膜剂。接着量取 75%乙醇

溶液 25mL，加入至 5g 的膜剂中，充分搅拌 15min。
采用 DPPH 分光光度法，以 Vit C 的含量为参照体

系，测定该膜剂中的维生素含量。 

（6）探究不同浓度、不同加入量的紫苏提取物

DPPH 清除率 
设计紫苏提取物浓度梯度为 2mg/mL、4mg/mL、

6mg/mL、8mg/mL、10mg/mL、12mg/mL，在每个

浓度条件下以 0mL、5mL、10mL、15mL、20mL、
25mL、30mL 的条件加入紫苏提取物，并按照上述

步骤测定其对 DPPH 的清除率。 
（7）保湿性皮肤测试 
实验人 1、2、3 号分别为 18、21、25 岁健康男

性，实验人 4、5、6 号分别为 18、20、24 岁健康女

性，实验时间 8 小时，使用专业皮肤数据测试仪进

行测试。设计空白组、5%甘油组、提取物精华组以

及标准品精华组共四组平行实验[8]。 

2 结果 
（1）将 A0、Ar和 As 代入到公式中计算得出清

除率（Y），然后用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处理，以工

作液浓度为横坐标 x，清除率为纵坐标 y 作图，从

而得到了 Vit C 对 DPPH 的清除率与其浓度的关系

图，见图 1。清除率的计算公式为： 

𝑌(%) = �1 −
𝐴𝑠 − 𝐴𝑟
𝐴0

� × 100 

（2）我们探究不同浓度、不同加入量的紫苏提

取物 DPPH 清除率得到的实验数据及数据图如下，

见表 1 及图 2。 
（3）我们使用探究出的最佳清除率条件确定了

迷迭香酸标准品的 DPPH 清除率，见表 2。 
（4）我们进行重复实验后，得到的迷迭香酸标

准品的 DPPH 清除率，见表 3。 
（5）我们进行保湿性皮肤测试后得到实验数据

及数据图，见表 4。 

 

图 1 Vit C 溶液浓度对 DPPH 清除率的浓度标准曲线 

Figure 1 Concentration standard curve of Vit C solution concentration on DPPH cl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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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浓度及不同加入量的紫苏提取物对 DPPH 清除率的数据表 

Table 1 Data table of DPPH scavenging by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nd different additions of Perilla extract 

 

 
图 2 不同浓度及不同加入量的紫苏提取物对 DPPH 清除率的数据图 

Figure 2 Plot of data on DPPH scavenging by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nd different additions of Perilla 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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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最佳条件下迷迭香酸标准品的 DPPH 清除率 

Table 2 DPPH clearance of rosemary acid standards under optimal conditions 

 

表 3 重复实验后最佳条件下迷迭香酸标准品的 DPPH 清除率 

Table 3 DPPH clearance of rosemary acid standards under optimal conditions after repeated experiments 

 

表 4 不同实验人的保湿性皮肤试验数据表 

Table 4 Data table of the moisturising skin test for different experimental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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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实验人的保湿性皮肤试验数据图 

Figure 3 Plot of skin test data for moisturising properties in different experimental subjects 

 
3 讨论 
通过对比分析本实验的数据可得出，所得的紫

苏提取物对 DPPH 最佳的清除率条件是浓度为

10mg/mL，加入量为 25mL。通过重复实验，我们可

确定紫苏提取物相对于 RosA 标准品来说具有更良

好的抗氧化能力。在保湿性皮肤测试中，提取物精

华对皮肤的保湿能力比 RosA 标准品精华更强，虽

然 5%甘油的保湿能力在部分数据上显得更为优异，

但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得知使用纯甘油作为保湿

性化妆品往往会在一定时间后倒吸皮肤中的水分，

对人体皮肤产生不良的影响。因而，通过综合考虑，

在本实验的四组样品中，提取物精华组具有最佳的

性能。与此同时，在所有实验中未见提取物性质改

变及不良反应的发生。 
4 结论 
本探究了如何从天然紫苏中提取迷迭香酸

（RosA）的工艺，并且通过对所提取出的迷迭香酸

（RosA）进行纯化处理，制备出了以 RosA 为主要

活性物质的抗氧化面膜。通过对所制备的面膜进行

抗氧化性能以及保湿性能的探究，得出了该面膜的

最佳配方是：6g 聚乙烯吡咯烷酮（PVP）、2g 甘油、

30 mL 纯水、浓度为 10mg/mL，加入量为 25mL 的

紫苏提取物，以该配方制备的精华液制成面膜具有

极高的抗氧化能力及持续保湿能力，同时也有着可

观的维生素 C 当量，这表明了该面膜可能具有一定

美白功效。在 DPPH 清除率实验和保湿性实验中，

紫苏提取物所显示出的抗氧化性和保湿性均优于标

准品，我们推断通过该提取方法从天然紫苏中提取

迷迭香酸（RosA）时，除了迷迭香酸（RosA）以外

还有其他有效活性成分存在，这一方面可进行进一

步探索。综上所述，本实验所探究的从紫苏中对于

迷迭香酸的提取工艺及其性能的研究有着光明的应

用前景，值得进一步探索。此研究已通过伦理委员

会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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