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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1. 课题来源与背景 

    中国是全球植物提取物第一大生产国，美国 80%的

植物提取物原料来自中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增

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随着新一代消费人群的

崛起和消费观念的改变，我国日化产品市场逐渐向高

端、功效方向转型，植物提取物在日化产品中的应用越

来越广泛。然而，目前大部分日化产品所用原料已经不

存在技术壁垒，几近底部。种质资源混乱、种植不规

范、加工新技术应用不足、质量难以评价等困扰着植物

提取物的加工和应用，特别是从原料种植开始的全产业

链与科技融合程度不高，严重影响了高品质植物原料供

给与加工应用。 

    该项目主要来自“植物油乳化稳定体系及其在化妆

品的应用研究”等横向委托项目 12 项，累计项目经费

1000 万元。 

 

2. 技术原理及性能指标 

     该项目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基于铁皮石斛、党参、马齿苋、甘草等植物原料，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基于铁皮

石斛、党参、马齿苋、甘草等名优植物原料，以提升日

化产品功效为导向，立足于全产业链，从育种出发，围

绕天然植物品种筛选和种植栽培关键技术、提取加工技

术、日化护理新产品开发三个方面进行了技术创新与集

成。主要性能指标如下： 

（1）以保湿、抗氧化、美白等功效为导向筛选确定了

应用于日化产品的铁皮石斛、银耳、松茸、党参等天然

植物原料，并明确了其多糖、多酚等主要功效成分，以

多糖和高含量为导向培育出铁皮石斛新品种 3 个，建立

了基于多糖等活性物质的种植调控关键技术，多糖含量

提高了 10-28%； 

（2）选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益生菌（Bacillus 

sp.DU-106），研发出利用 DU-106 菌株的发酵预处理技

术，集成原料汽爆处理技术和酶处理技术靶向提升活性

成分得率和活性，铁皮石斛多糖抗氧化活性提升 30%，

巴戟天多糖得率提高 22%，茯苓多糖得率提高 9 倍； 

（3）创建了基于细胞、线虫和人体等多种评价模型的

铁皮石斛、银耳、松茸多糖等多组分配伍关键技术，研

发出定向强化保湿、抗氧化、抗炎、美白功效的系列组

合物，创制出系列高质量的美白啫喱、保湿喷雾、抗氧

化精华露等日化护理新产品。 

 

3. 技术的创造性与先进性 

（1）鉴定铁皮石斛新品种 3 个，建立了靶向提高多糖

含量及产量的党参、银耳和铁皮石斛等种植关键技术，

提升原料品质； 



（2）创制了益生菌发酵、汽爆技术、超高压技术及

CO2 超临界萃取结合酶解的技术等植物提取物加工关键

技术集成，靶向提升多糖等活性成分得率； 

（3）建立功能导向的多组分植物提取物的精准配伍技

术，开发系列组合物，定向强化组合物抗氧化、抗炎、

美白功效，并基于此开发系列功能显著的化妆品。 

 

4. 技术的成熟程度，适用范围和安全性 

    该项目技术成熟度为 TRL9 级，处于产业化应用状

态，属于轻工业科学技术领域，可应用于植物原料种

植、植物提取物加工及日化产品等领域，以提升品质化

种植技术水平，以迎合当前大健康、人类生活品质提高

的市场要求，进一步引领日化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

发。 

 

5. 应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该项目技术成果已在花安堂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等 10 余企业、约 30 多个新产品得到推广及应用，近三

年，累计实现经济效益超过 50 亿元，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进一步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

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坚持面向

经济主战场、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坚持面向人民生

命健康，可进一步拓展延伸，将传统日化领域与我国名

优中草药原料有机结合，创制功效更加显著的植物提取

物及其组合物，从而推动并实现传统日化行业实现融合

+创新大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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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2 项、广东省化妆品学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一等奖 1 项。 

登记日期 2022-06-13 

研究起止日期 2012-09-01至 2022-4-30 

所属行业 农、林、牧、渔业 

所属高新技术类别 现代农业 

评价单位名称 广东省未来预测研究会 

评价日期 2022-0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