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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白面膜在化妆品行业中的竞争力。
4 结论与展望
中药美白面膜不仅具有安全低毒、有效成分高等优点，也

具有美白、保湿、祛痘等多方面的功效。基本满足了大众的消费
需求。不断出现的新研究结果与新的配方，优化了传统美白面
膜的制备工艺与面膜本身的功效，使中药美白面膜在化妆品中
拥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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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白散的研究进展
陈革豫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医药学院，陕西 咸阳 712046）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人人都有
“以白为美”的追求，并渴望拥有“肌白胜雪，肤若凝脂”的肌肤，
而在历史的长河里，都有各自不同的美容美白的方式。据于静
[1]，等人的研究表明经翻阅古籍并查阅了 104部中医中药著作，
其中包括最大方剂书籍《普济方》和《本草纲目》，以及《肘后备急
方》、《备后千金急方卷》、《神农本草经》、《外台秘药方》等，共查
出用于美白的外用古方 119个。而“八白散”就是这些众多美白
古方中的一个，医学文选曾刊载的一篇题为《金国宫女八白散》
[2]的文章，其指出常用“八白散”洗面，可以润泽肌肤，去垢腻，并
皮肤燥痒，治面生痊瘫及粉刺之类，日用面如玉矣。这是著名的
金章宗宫中宫女洗面方，因为方中八种主药的名称第一字都是
“白”字，所以称为“八白散”，还含有使人脸面洁白光泽的意思。

常用“八白散”洗脸对美容和面部保健大有好处，但其在现代化
妆品中却较为少见。基于此，通过查阅文献，对古方“八白散”的
历史渊源、近年来的临床应用以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现状进行综
述，试图为“八白散”在未来的临床应用和进一步开发提供参
考。

1 八白散简介
“八白散”的历史源流较为复杂，近年来一般认为，“八白散”

始见于元明时期医书《必用全书》，其主要由白丁香、白僵蚕、白
牵牛、白蒺藜、白及、白芷、白附子、白茯苓等药物组成。“八白散”
又名“金国宫女八白散”，有研究[3]表明现世所使用的“八白散”
的组方，从目前可考证的资料来看，最早收载于成书日期为朝
鲜王朝成宗八年（1477年）的《医方类聚》一书中，该

摘 要：目的：综述古方“八白散”的历史渊源、近年来的临床应用以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现状，为“八白散”未来的应用和进一步
开发提供参考。方法：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总结。结果：一般认为，“八白散”始见于元明时期医书《必用全书》，其主要由白
丁香、白僵蚕、白牵牛、白蒺藜、白及、白芷、白附子、白茯苓等药物组成；目前临床用于黄褐斑的治疗较为多见，而在美白方面的应
用较少；同时也有对方中各药味的安全性进行的初步探究。结论：古方“八白散”在美容美白方面很可能有较为突出的作用，确证
其治疗机制，探究其安全有效的美白组方和美白功效因子，将是“八白散”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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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原文引用了我国自秦汉到元明时期的 152 种医学典籍和 1
部朝鲜医著的内容，可信度较高，且在该书中明确记载了“八白
散”收录自《必用全书》，与现代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对“八白散”
的出处叙述一致。只是根据古医籍研究资料认为《必用全书》原
书已经亡佚，无法考证著作年代及作者。元朝太医录《御药院方》
（元四年）中记载了美白方剂“七白膏”，常认为是在“八白散”的
基础上加减药味得到的。现在应用中，“八白散”方中的白芷和
白附子已被 2015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列为化妆品禁用组
分，以及方中白丁香来源为文鸟科动物麻雀的粪便，通常也不
再作为化妆品原料使用[3]。

2 八白散的临床应用
目前，对“八白散”的临床应用主要集中在对于黄褐斑的治

疗方面，主要的应用方式为研末调敷，或者加减药味，或者联合
用药等。有相关研究报道了一些“八白散”在临床中应用的案例，
现总结如下。

2.1 八白散在治疗黄褐斑中的应用
黄褐斑，也称肝斑，是一种获得性色素沉着皮肤病，主要为

面部的黄褐色色素沉积，通常表现为色素对称性沉着，对称蝶
形分布于颊部，发病多见于女性，其血中雌激素水平较高是主
要原因。该病影响患者容貌，长期会导致月经失调，失眠等内分
泌及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相关疾病，因此，黄褐斑的治疗一直以
来都是皮肤科以及医学美容工作者研究的重点，而“八白散”也
是临床上用中药治疗黄褐斑的常用方剂。

刘奉彬[4]，等人做了 30%柠檬酸联合“八白散”治疗黄褐斑
的临床观察实验，结果表明，这种联合用药切实可行，相比于单
独使用“八白散”，可提高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和临床治疗满意
度。李启毓[5]报道了应用“八白散”与加味六味地黄汤联合使用
治疗肝肾不足型黄褐斑，结果显示，“八白散”与加味六味地黄
汤联合使用以后，对治疗肝肾不足型黄褐斑效果较佳，可减少
黄褐斑面积，缓解病变程度，可积极推广。其中，加味六味地黄
汤中，熟地黄可以滋肾补精；茯苓能淡渗脾湿；山药可补脾固
精、健运；泽泻则清泻肝肾之火；墨旱莲与女贞子能养阴益肝
肾，山茱萸有温润作用，可发挥祛斑养颜等效果[5]。王海亮[6]，等
人报道了应用复方消斑汤联合新八白散面膜治疗肾虚肝郁型
黄褐斑的疗效，其中，治疗组在口服维生素 C和维生素 E的基
础上，加以口服复方消斑汤，并联合“八白散”面膜对黄褐斑进行
治疗；对照组在仅口服维生素 C和维生素 E的基础上，每日口
服六味地黄丸和丹栀逍遥散，观察 3个疗程后评价效果。结果
表明治疗组总有效率 97.5%，对照组总有效率 75.0%，两组疗效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治疗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且没有不良反应发生。同时，陈敏[7]的研究报道了将加味六味
地黄汤联合“八白散”治疗肝肾不足型黄褐斑的临床实验，也得
到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2.2 八白散在美白方面的应用
“八白散”有“润肤增白，去斑拔刺”的功效，虽临床应用报道

大多集中在其对于黄褐斑的治疗上，但也有报道关于“八白散”
对痤疮后色素沉积的美白作用。林敏红[8]做了关于古方“八白
散”对痤疮后色素沉着的美白效果的评价，结果显示，对于痤疮
后色素沉积患者，应用“八白散”敷面有良好的美白效果，还可
以增加皮肤的含水量和弹性，是较为理想的中药方剂。

上海相宜本草有限公司在第二届中草药提取关键技术与
提取物产业应用研讨会论文集中报道了八白散的美白效果，胡

国胜[9]通过体外试验和人体试验，通过传统古方改进的中药美
白复方具有抑制黑色素，促进皮肤新陈代谢等作用，具有综合
的美白养颜的效果。

2.3 八白散临床使用中的安全性评价研究
彭长恩[10]，等人做了关于八白散单味中药斑贴引起皮肤刺

激和过敏反应实验，选取了白附子、白茯苓、白牵牛、白蒺藜、白
僵蚕、白芨、白芷七味中药，分别以这七种中药的饮片打粉和相
对应的配方颗粒进行了试验，试验结果显示白僵蚕生药粉斑贴
试验呈现较高阳性率（28.6%），而其它 6味中药未见过敏反应。
生药粉和配方颗粒相比，颗粒组中出现阳性反应的药物较多。
其中白僵蚕 25.0%、白茯苓 17.9%、白芨 7.1%、白附子 7.1%，由
此，八白散中各中药外敷美容并非绝对安全，尤其白僵蚕阳性
反应率高，在使用时应充分考虑其可能引起皮肤过敏反应等。

3 讨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古方“八白散”在美白祛斑方面的作用

是有据可循的，并且在临床治疗黄褐斑的案例中起到了较大的
作用，但其在现有的美白祛斑化妆品中并不多见，其中原因可
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八白散中部分药味在现代研究中存在
一些问题，如白丁香现已很少应用，白芷中有呋喃香豆素类光
敏性成分以及一些规定不能添加在化妆品中的药味，导致八白
散需要新的配伍关系以及组方配比；另一方面，其中美白活性
成分尚不明确，美白机制和药理作用尚不清楚。为了进一步开
发和应用该方，必须研究其科学的组方配比关系，并且明确其
美白机制以及其中美白活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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