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新闻热线：010—58884054
E-mail：kjrbzbs@stdaily.com

■责编 申 明 左常睿 管晶晶 2016 年 1 月 5 日 星期二
科技改变生活 KE JI GAI BIAN SHENG HUO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 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广告部：58884124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24.00元 零售：每份 1.50元

果蔬敷脸是不是美容良方？

谣言来了
果蔬敷脸，一直被网上传为美容良方，不少电视剧

里的女主角在下班后躺在床上捣鼓着黄瓜切片。不

过，最近有一则微信传得火热，呼吁大家不要再用果蔬

做面膜，指出果蔬敷脸不仅不能美容，还可能“毁容”。

该文提出，果蔬一旦切开，营养物质氧化的速度比皮肤

吸收的速度还快，会加剧皮肤色素沉淀；而且，果蔬内

还有农药残留；更由于皮肤只能吸收一定大小的分子

颗粒，因此皮肤其实吸收不了果蔬传送的“营养”。

专家来辟谣
“果蔬中有各种各样的成分，一般的蔬菜水果中倒

不会有毒素。但有一些成分虽然不是毒素，也可能带

来过敏或者其他不良反应。”美国普度大学农业与生物

系食品工程专业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一些水果中含有蛋白酶，确实可能造成皮肤瘙

痒；而被许多商家追捧的“水果果酸”，可能对保护皮肤

有一定帮助，但也会增加皮肤光敏性，使其更容易被紫

外线损伤。

不过，对果蔬敷脸的指责也有些夸张的成分。云

无心指出，现在用的农药都是低毒的，即使水果中有农

药残留也主要是残留在水果表皮，只要用清水充分清

洗，基本上可以除去大部分，果肉中的农药即使有也不

足为虑。至于水果氧化变色的问题，本身和皮肤关系

不大。这是因为一些果蔬中含有多酚氧化酶，在水果

蔬菜中和多酚化合物原本是分开存在的，一旦被切开，

多酚氧化酶就被释放了出来，把多酚化合物氧化聚合

成色素。多酚只是蔬菜水果“营养成分”的一部分，它

们也并不是通常认为的护肤品的功效成分。

至于果蔬的“功效成分”，在商家的宣传里指的是

维生素 C等抗氧化成分和果酸。“果酸是有一个氢氧基

团的有机酸，有多种不同的分子，有的分子很小，能够

穿透皮肤表层到达真皮层，但有的分子比较大，穿透效

率就很低。”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成分‘具有护肤或者

延缓皮肤衰老的作用’主要是化妆品行业在宣传。监

管机构对化妆品成分的功能要求不像药品或者食品那

样严格，也就是说这些功能并没有经过严格深入的科

学验证。”云无心强调。

东田丽格医疗美容诊所皮肤美容中心主任赵娟提

醒说，要达到真正的护肤效果，至少要在皮肤的“真皮

层”做文章。而且，皮肤无法吸收分子量很大的物质，

而水分中的分子量恰恰非常大，绝大多数也无法突破

表皮角质层。如果说，用水果切片做面膜之后，感觉到

“水润”，是一种暂时的假象，“该干还是干”。

复旦大学皮肤学博士、有多年护肤品研究与测评

经验的谭庆梅也直言，不建议用果蔬敷脸，因为果蔬内

含的营养物质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神奇。

常常被敷在脸上的黄瓜，确实含有能美白嫩肤的

维生素 E和 C，但每 100g黄瓜只含 0.98mg维生素 E，含

9mg维生素 C，两者都远低于有效浓度，且不可能被皮

肤全部吸收，“因此其美白嫩肤功效基本可以忽略”。

而且，皮肤难以吸收水溶性物质，维生素 C 也属于水

溶性维生素，较难被皮肤吸收。“所以市面上卖的维生

素 C 精华浓度普遍比较高，有的甚至能达到 20%以

上”。反观水果，数据就没有那么好看。谭庆梅介绍

说，即使是果蔬中维生素 C含量最高的刺梨，其维生素

C 浓度也仅为 2.585%左右，大部分的水果维生素 C 浓

度不到 0.1%。再加上这些维生素 C 藏在固态物质中，

进一步增加了皮肤的吸收难度。因此，用果蔬敷脸，能

进入皮肤的维生素 C极其微量，可以忽略不计。

“纯植物”成分的护肤品靠谱吗？

谣言来了
现在市面上号称“纯植物”的护肤品越来越多，很

多人都信奉“纯植物”的化妆品，认为这种产品无添加

成分、无刺激，对肌肤有利无弊，是绝对安全的。

除了大打“纯植物”牌，一些高端的护肤品牌也纷

纷推出自己的各种植物添加产品，而这些产品的宣传

中则主要切中其添加的植物萃取精华作为卖点。一些

护肤品添加的植物成分非常珍贵难得，如红景天、天山

雪莲、圣母百合等，给人感觉非常高端；而另一些化妆

品大牌产品添加的植物虽然并不难得，如红石榴、竹沥

水等植物萃取精华，但也不妨碍其售价高昂，并成为其

品牌的主打产品。

专家来辟谣
北京日化协会法规信息部主任陶丽莉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在我国，化妆品宣称不能有“纯植物”“纯天然”

等绝对化的词语，首先就不能这么宣传。这种称谓只

是商家利用消费者的心理而设计的一种促销手段。

她介绍说：“有些化妆品中含有从植物中提取的成

分，就宣传成‘纯植物’，但一般化妆品肯定还会有其他

成分，比如要有防腐剂、香精香料等。可以说，市面上

根本没有百分之百纯植物的化妆品。所谓的纯植物化

妆品，最多是含有植物萃取成分，而且添加的成分也可

能很少。

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

于 2011 年联合发布的《美白类美容护肤产品消费指

引》显示，化妆品由多种成分配置而成，其中包括多种

化学成分，只用纯天然植物提取物是无法制成护肤品

的。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秘书长张京原表

示，商家对护肤品成分的“纯天然”表述很不科学，这只

是其宣传产品的一个噱头。“事实上，不是所有的纯植

物提取物都对人体无害，有些提取物若不经过加工，反

而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有专家指出，化妆品中功效性原料可能有 80%为

宣称性的，15%—20%左右是具有一定功效的，只有 5%

是起到核心作用的。”陶丽莉解释道，“具体产品不同会

有差别，但有些宣传添加珍稀植物成分的产品，可能只

是概念性的添加，也就是说只添加了一点点，而这些极

少的成分添加到护肤品里，再涂抹到消费者的脸上，具

体能起到多大的效果，确实也不好说。”

一般情况下，化学合成的成分可能效果更强一些，

植物提取的成分可能会更温和些。但是不能绝对的说

哪个就好，哪个就不好。人需要根据自己的肌肤状况

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每个人的皮肤都不一样，皮肤

的状态，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心情下，都

会不一样，自己用着舒适就好。

一位长期从事美容护理的人士告诉记者，现在因

为使用化妆品不当造成过敏的女性朋友太多，“纯植

物”护肤品并不是万能的，关键是要在购买之前咨询其

成分，了解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肤质。在买一款新的

化妆品之前，可以先在耳后做个自我试验，不要盲目跟

风，要理性消费。同时建议，若是习惯了某种化妆品，

就不要轻易地接触另一种新的化妆品。

其实，肌肤护理不仅仅是涂抹护肤品那么简单，更

需要“以内养外”的全身心调理。陶丽莉认为：“皮肤是

人体最大的器官，因为暴露在外，所以很容易被观察

到。皮肤的状态与人的身体状态、心情等息息相关。

所以护理肌肤并不是简单的涂抹护肤品就可以，而应

该内调外养。”

激光是最有效的祛斑方法吗？

谣言来了
近年来，激光祛斑逐渐流行，不少白领女性特地飞

到韩国、香港等地进行激光祛斑，觉得激光能够快速有

效地祛掉脸上斑点，也没什么副作用。而国内一些美

容院也纷纷开始了激光祛斑等业务，宣称激光治疗是

最有效的祛斑方法。

专家来辟谣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王昕教授向科

技日报记者介绍说：“激光是最近五到十年新发展的技

术，在这个技术兴起之前，很多问题很难解决，比如太

田痣、鲜红斑痣，以前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来解决。现在

的激光治疗确实效果比较好，有部分病人使用激光后，

愈合时不会出现瘢痕。”

“激光能解决不同类型的疾病，需要采取不同种的

激光。由于激光是单色性的，一个波长的激光对某一

类颜色特别敏感，能够把这一类颜色都去除掉。所以，

选择不同激光的治疗是非常细致的，技术性很高的工

作。如果治疗得当，是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

然而，王昕也坦言，每一种技术都有自身的局限

性，不可能全部完美。有些疾病或特别敏感的人群就

不适合做激光治疗。有些色斑用别的办法能很好地解

决，用激光却未必能取得良好效果。所以，还是要根据

每种色斑的不同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在义诊时曾经接到一个病

例，这位陈女士在美容院进行激光祛斑治疗。一次激

光好像让色斑消失了，但其他位置又冒出来。于是又

用了好几次激光，可皮肤的状态却是越来越差，到了

“花脸”的地步。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门诊部主任张国毅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反复进行激光刺激后，有些人的

肌肤会受到损伤，色素细胞被损伤后，以后就不容易产

生色素，可能会产生继发性的白斑，也就是继发性的白

癜风。体现到皮肤表面，就是白一块黑一块的。这个

在激光祛斑的临床应用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激光祛

斑不是适合每个人的。”

作为一名资深的皮肤科医生，王昕对现在大大

小小的美容院都开展激光美容业务非常担忧。“很多

美容院并不了解激光祛除色斑的原理，使用次数随

意，激光强度也掌握得不好。国家明确规定不允许

没有医疗美容资质的单位去做医疗美容项目，不是

专业人员不能做这种治疗性的项目。正规的医院都

会在治疗之前进行激光能量和最小红斑量测试等评

估，而美容院的非专业人员或许连什么是最小红斑

量都不知道。”

不少白领女性远赴重洋进行激光祛斑，王昕认为

并无必要。他说：“我们国家的技术目前是与国际同步

的，一点都不比别的国家差，有些人特地远赴国外去做

激光治疗是比较盲目的。因为激光治疗也需要一个过

程，需要进行多次治疗。而且，如果出了问题，国内能

及时补救处理，还有可能控制发展。此外，到国外去做

这种治疗，还存在维权方面的问题，也不知道人家到底

有没有资质。”

针对激光治疗后再次长出的斑，王昕认为这完全

是只治标不治本的结果。“激光只能解决当时的问题，

并不能解决引起色斑生长的病因，如果病因仍然存在，

做了激光祛斑后一段时间，还是会再长出来。所以治

疗应该做综合的治疗，解决内因才是治本。”

美白丸到底能不能美白？

谣言来了
拥有白皙、细腻的皮肤是许多爱美女士的梦想，如

今一款叫做美白丸的产品，被许多网友热捧。多数美

白丸产品均标注其主要成分为 L-半胱氨酸、维生素

C、维生素 E 等。有的美白丸产品把“L-半胱氨酸”称

为美白氨基酸，说它“是人体自身存在的元素，能启动

人体自身的美白修复力，抑制黑色素生成、促进黑色素

代谢，令肌肤彻底亮白。”

美白丸作用方式为口服，作用部位突破了人体表

面，已经超出了化妆品范畴。这些化妆品美白剂成分

经口服入体内，是不是一样有效呢？有人抱着“死马当

活马医”的态度跃跃欲试，也有人犹豫不决，对吃进肚

子就能美白的东西表示怀疑。

专家来辟谣
黑色素是人身体内部固有的一种物质，其量的多少

及分布决定着肤色的深浅。“酪氨酸酶是皮肤黑色素生

物合成的关键酶，决定黑色素合成的速率。”厦门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杨美华等人在《L-半胱氨酸作为化妆品美

白添加剂的作用机理》论文中写道，“当前美容产品的主

要添加剂如抗坏血酸（即维生素C）等，都是通过抑制酪

氨酸酶的活性，抑制黑色素的生成，达到美白效果”。

“维生素 C能够破坏黑色素的结构，同时具有清除

自由基和抗氧化的作用，是国际上公认的化妆品美白

剂。但是还原后的黑色素可能会再次被氧化，所以长

期保持足够的维生素 C浓度才有效。”北京日化协会法

规信息部主任陶丽莉说，“维生素 C、维生素 E 可减少

紫外线、氧自由基等对黑色素形成生理过程的负面影

响，从而起到美白肌肤的效果。”

杨美华等人专门对 L-半胱氨酸对蘑菇酪氨酸酶

和小鼠 B16黑色素瘤细胞粗提的酪氨酸酶的抑制效应

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L-半胱氨酸对两种来源

的酪氨酸酶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为 L-半胱氨酸作为美

白添加剂提供了依据。网友流萤在《用科学的态度分

析美白丸》一文中提出质疑，他认为，杨美华等人的“这

篇文献仅仅是对将 L-半胱氨酸用作化妆品美白添加

剂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也只在小鼠上进行了实验证

明可行性。在人体上是不是一样有效呢？有没有足够

的实验证明有效呢？”

“欲速则不达，在黑色素形成后，如果使用激烈的

方法去改变，往往事与愿违。”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皮肤病科主任王昕说。“造成色素脱失、色素增加的原

因很复杂，用一种东西解决所有问题，这个事儿不科

学。”美白丸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C，一些本身黑色素合

成能力就很低的人，不适合服美白丸。

皮肤黑的原因有日光照射程度的差异、皮肤结构

上的差异、生活环境等，某些食物也是皮肤变黑的祸

根，如富含铜、铁、锌等金属的食物易使人的皮肤变

黑。有些药物如氯喹、一些疾病如营养不良性疾病、体

内氧化与抗氧化平衡失调、内分泌失调、微生态失衡、

代谢紊乱、机体微量元素含量异常等也会使肤色变

黑。此外，年龄增长也会导致人体的肤色变化。随着

年龄的增长，皮肤颜色会逐渐加深，并失去光泽。

“因此要根据不同原因对症调理与治疗。造成皮

肤暗淡、变黑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日光的照射、人体自

身代谢失调、一些疾病引发等等。晒黑可以使用防紫

外线照射的药品或化妆品；一些因疾病引发色素沉着

要针对病因进行医学上的治疗，如使用一些让色素脱

失的药品，阻止色素的过度生成。另外，在有些情况下

使用激光也是改变色素沉着的一种办法。”王昕指出。

陶丽莉提醒爱美人士，对美白不必过于执着。“黑

色素是机体在接触紫外线较多的情况下产生的保护皮

肤的一种物质，可以吸收紫外线，防止皮肤晒伤，减少

炎症及一些皮肤病。”陶丽莉说。

本报记者 管晶晶整理

■谣言曝光台

■年终专稿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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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胶原蛋白这两年卖得很火，号称可以“保
湿、紧肤、改善肤质、延缓衰老”。在专家眼里，胶
原蛋白的营养价值还不如鸡蛋和牛奶，口服胶原
蛋白美容、延缓衰老的说法都是商家炒作出来的。

很多爱美的女士为了美白护肤、快速祛斑，不惜一掷千金求“一白”，可是事与愿违的是美容不当反而导致重金属中毒。专家指出，目前美容市场门槛低，技术参差
不齐，竞争混乱。激素美容、重金属超标、“挂羊头卖狗肉”……美容行业三宗罪“步步惊心”。 CFP

一则微信传得火热，呼吁大家不要再用果蔬做
面膜，指出果蔬含有农药残留，敷脸可能“毁容”。专
家表示农药残留主要是残留在水果表皮，清洗基本
上可以去除，果肉中的农药即使有也不足为虑。

很多人都信奉“纯植物”的化妆品，认为这种
产品无添加成分、无刺激，是绝对安全的。然而，
市面上根本没有百分之百纯植物的化妆品，也不
是所有的纯植物提取物都对人体无害。

近年来，激光祛斑逐渐流行，许多美容院宣
称激光治疗是最有效的祛斑方法。然而，每一种
技术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全部完美。激光
祛斑也不是适合每个人的。

一款叫做美白丸的产品，被许多爱美女性热
捧。然而，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实验证明美白丸对
人体有效，一些本身黑色素合成能力很低的人，
就不适合服美白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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