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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一直以来被视为名贵的药材，药用在中国历史

悠久。珍珠粉来源为珍珠贝科动物马氏珍珠贝等双壳类

动物受刺激形成的珍珠磨制而成的粉状物，呈白色 [1，2]。

透明质酸钠是人体内构成人体细胞间质等结缔组织的主

要成分，其含量与皮肤的湿润水平密切相关，皮肤中透

明质酸含量下降，皮肤保水功能就会减弱 [3]。胶原蛋白

是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是人体分布最广的蛋白质，

在皮肤中高达 70%，可在真皮层涵养大量水分，增强肌

肤弹性；但 30 岁之后，皮肤里的胶原蛋白含量会逐年降

低，皮肤水分渐渐流失 [4]。胶原蛋白因其含有特定的三

螺旋结构、使胶原分子比较稳定。含有大量的氨基酸类

等成分，可以使体内流失的胶原蛋白含量得以增加，使

皮肤的贮水能力得以提高 [5]。维生素 C 可促进结构组织的

胶原蛋白生成，增加胶原蛋白在体内的含量，从而达到

补水的作用 [3，6，15]。

本研究将珍珠粉、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和维生

素 C 原料经过混合等工艺制成胶囊产品，考察口服复方

珍珠粉胶囊对人体的安全性及皮肤水份的改善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受试物

复方珍珠粉胶囊，自制，每日服用量含珍珠粉0.08g、

胶原蛋白肽1.6g、透明质酸钠0.12g、维生素C0.08g。

1.2 受试对象及排除标准 [7]

年龄在 30-50 岁的女性，皮肤水分值≤ 12，身体健

康情况良好，体检合格的自愿受试者。具有下列情况之

一者，排除在本次实验之外。年龄不符合者；妊娠或哺

乳期妇女，过敏体质及对本品过敏者；合并有心脑血管、

肝、肾、造血系统和精神病史者；短期内服用对结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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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物品者；未按试验要求服用试验物品，对试验结

果无法判断者。

1.3 分组及服用方法

将符合条件的自愿试验者，采用自身对照和组间对

照方法。试食组与安慰剂组均连续服用 40 天。

2　指标测定

2.1 安全性检查

在实验进行前详细询问受试者的精神状态、饮食习

惯、大小便等健康状况，并且对其进行体重、血压、心

率进行检测，以分析评判受试物对受试者是否有影响。

对临床指标进行检测，包括体重、收缩压、舒张压、心

率、白细胞、红细胞等的测定。对血液生化指标进行检

测，包括肝功能、肾功能项下等指标的测定。腹部 B 超，

心电图，X 线胸部透视。

2.2 皮肤水分测定

选择在空间环境稳定的检查室中的测定环境中进行。

在安静状态下，用洁净棉球蘸蒸馏水清洁眉间被测部位，

擦干后 15 分钟进行水分的测定，试食前后测定工作由同

一台仪器、同一人操作完成。

2.3 结果判定和统计学方法

经测定水分提高明显，统计学检验为显著性差异，

判定为有效。水分提高不明显，判定为无效。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15.0 软件进行处理，数据均以均数 ± 标准差

（X±S）来表示。

3　结果

3.1 试验初始时人群共有 106 例，其中试食组 53 例，

安慰剂组 53 例，试验过程中试食组和安慰剂组各有 2

例受试者因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检查被筛除，最后有

效试验人群试验组和安慰剂组均是 51 例。试验组年龄

43.2±5.1 岁，安慰剂组年龄 43.5±5.3 岁。

3.2 安全性检查

试食者在实验期间没有明显过敏等不良反应，精神

状态、睡眠情况、饮食习惯、大小便状况均良好。心电

图、腹部 B 超、胸透检查均在正常范围内，试食期间无

任何不适反应。40d 试验结束后，试食组和安慰剂组体

重、生化等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提示该受试样品对机

体健康无不良影响。体重、血压等各项临床检查结果见

表 l、表 2。

表1　试食前后临床指标变化情况（x±s，n=51）

指标
安慰剂组 试食组

试食前 试食后 试食前 试食后

体重（kg） 61.15±11.76 61.36±11.58 61.23±11.89 61.58±11.78

收缩压（mmHg） 109.36±9.18 113.25±10.56 114.53±11.64 110.34±10.13

舒张压（mmHg） 75.42±7.34 75.61±7.45 74.78±7.56 74.87±7.48

心率（次） 77.28±6.43 77.64±6.36 77.53±6.54 77.78±6.57

白细胞（109/L） 6.43±1.37 6.56±1.56 6.65±1.36 6.58±1.62

红细胞（1012/L） 4.45±0.43 4.65±0.52 4.76±0.36 4.80±0.38

血红蛋白（g/L） 133.48±12.48 133.58±13.28 133.82±14.24 133.44±11.24

尿常规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大便常规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表2　试食前后血液生化指标变化情况（x±s，n=51）

指标
安慰剂组 试食组

试食前 试食后 试食前 试食后

总蛋白（g/L） 71.45±2.43 71.27±2.16 72.35±2.23 72.79±2.35

白蛋白（g/L） 43.26±2.18 43.58±2.37 43.32±2.45 43.18±2.26

尿素氮（mmol/L） 4.62±1.22 4.61±1.16 4.60±1.07 4.61±1.12

肌酐（μmol/L） 80.35±15.62 80.53±15.12 79.69±14.28 80.19±15.36

尿酸（μmol/L） 237.64±46.22 233.58±43.48 238.23±46.35 236.26±44.25

血糖（mmol/L） 5.03±0.42 5.02±0.53 4.93±0.55 4.96±0.57

谷丙转氨酶（U/L） 27.15±12.47 26.42±11.89 25.45±11.28 26.78±10.82

谷草转氨酶（U/L） 28.35±12.32 29.46±11.68 30.22±13.62 31.24±12.48

胆固醇（mmol/L） 4.76±0.45 4.78±0.53 4.74±0.52 4.77±0.58

甘油三酯（mmol/L） 1.12±0.36 1.18±0.39 1.13±0.45 1.1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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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皮肤水分检测

皮肤水分检测结果见表3。试食组的皮肤水份在试食

后明显提高，与试食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

与安慰剂组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皮肤水分检测结果（n=51）

组别
水分

试食前 试食后

安慰剂组 8.14±2.34 8.25±2.26

试食组 8.23±2.17 11.25±3.35* ﹟

*：自身对照组P＜0.05；﹟：组间对照组P＜0.05。

4　讨论

珍珠粉一直被视为养颜美容之佳品，含有 17 种以上

人体氨基酸等有效成分 [8]。珍珠粉对皮肤细胞的直接作

用表现为提供一个具备充分营养的细胞外环境。皮肤层

的含水量决定着皮肤的滋润程度，珍珠粉能够改善皮肤

层的贮水功能，使水份在皮肤细胞内外呈衡态分布。主

要是由于 Ca 和其它微量元素进入皮肤组织间隙，能维持

一定的晶体渗透压，这对水分子的留存起着重要作用 [9]。

胶原蛋白是动物结缔组织中的主要成分，占人体蛋

白质总量的 1/5，在皮肤中高达 70%，皮肤里的胶原蛋白

如果缺乏，胶原纤维就会发生联固化，水分含量渐渐流

失，皮肤便会失去柔软、弹性和光泽，发生老化 [10]。通

过服用胶原蛋白肽之后，由于具有吸收利用率高的特点，

增强皮肤胶原的活性，促进新陈代谢，能保持角质层水

分，使皮肤的含水量得以改善，从而达到改善皮肤水份

的作用 [11]。

透明质酸（HA）含量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而逐渐降

低，皮肤角质层的含水量也会不断地下降，两者有着密

切的关系。由于 HA 能够结合大量的水分的特点，具有

强保湿性，称之为天然保湿因子 [12]。HA 通过口服之后，

经过消化吸收，发挥全身性的作用，使皮肤和其他组织

中的 HA 含量有所提高，皮肤的角质层含水量是口服 HA

后的外在体现 [13]。

维生素 C 是人体内含量最丰富的水溶性维生素，部

分动物可利用葡萄糖合成维生素 C，但人类因为缺乏 L-

葡糖酸 γ 内酯氧化酶而无法合成维生素 C，因此必须从

外界摄取。维生素 C 是维持新陈代谢的重要物质 [14]。维

生素 C 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维生素 C 对维持人体正常的

生理功能有重要作用，维生素 C 会参与人体胶原蛋白的

合成。补充维生素 C 有利于促进胶原蛋白合成，使皮肤

中的胶原蛋白活性增强，使之具有更好的保湿功能 [15]。

本实验由珍珠粉、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和维生

素 C 为原料制成的胶囊。试验后结果表明：试食复方珍珠

粉胶囊前后，血常规等各项检测指标未见明显与样品有关

的异常改变。表明受试样品安全性高，对人体健康无任何

不良影响。试食组皮肤水份在试食后明显提高，与试食前

及对照组比较均具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

复方珍珠粉胶囊具有改善皮肤水份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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