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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化妆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

缓解高浓度维生素C乙基醚刺激的微囊及其制备

方法和用途。本发明通过复凝聚微囊包裹工艺成

功制备得到了能够缓解高浓度维生素C乙基醚刺

激的微囊，同时在该工艺中创造性地使用视黄醛

作为固化交联剂，在增强微囊稳定性的同时，还

意外地发现其对维生素C乙基醚的美白和抗氧化

功效产生了协同增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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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缓解高浓度维生素C乙基醚刺激的微囊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1）以重量份数计，20‑60份水中，先预溶解好1‑5份海藻酸钠，再溶解0.5‑5份吐温‑80、

0.5‑5份司盘‑80、0.5‑5份辛酸癸酸甘油三酯（GTCC）形成溶液A；

（2）以重量份数计，10‑40份水中溶解5‑30份维生素C乙基醚，再分散0.2‑2份视黄醛，使

其在水中均一分散开形成溶液B；

（3）以重量份数计，10‑40份水中添加0.1‑0.4份乙酸，添加0.5‑5份壳聚糖，形成溶液C；

（4）以适当滴加速度，同时把溶液B和溶液C滴加到溶液A中，边滴加边均质，均质速度在

8000‑10000  rpm形成溶液D；

（5）以重量份数计，10‑40份水溶液中含有0.5‑5份氯化钙形成溶液E；

（6）以适当滴加速度，把溶液E滴加到溶液D中，边滴加边均质，均质速度在8000‑10000 

rpm形成包含维生素C乙基醚和视黄醛的微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以重量份数计，40份水中，先预溶解好1‑5份海藻酸钠，再溶解1‑2份吐温‑80、1‑2份

司盘‑80、1‑2份辛酸癸酸甘油三酯（GTCC）形成溶液A；

（2）以重量份数计，20份水中溶解10‑20份维生素C乙基醚，再分散0.5‑1份视黄醛，使其

在水中均一分散开形成溶液B；

（3）以重量份数计，20份水中添加0.2份乙酸，添加1‑2份壳聚糖，形成溶液C；

（4）以适当滴加速度，同时把溶液B和溶液C滴加到溶液A中，边滴加边均质，均质速度在

8000‑9000  rpm形成溶液D；

（5）以重量份数计，20份水溶液中含有1‑2份氯化钙形成溶液E；

（6）以适当滴加速度，把溶液E滴加到溶液D中，边滴加边均质，均质速度在8000‑9000 

rpm形成包含维生素C乙基醚和视黄醛的微囊。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4）和步骤（6）中的滴加速度

为0.05  g/s。

4.采用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缓解高浓度维生素C乙基醚

刺激的微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微囊，其特征在于：所述微囊中含有维生素C乙基醚和视黄醛。

6.根据权利要求4或权利要求5所述的微囊，其特征在于：视黄醛作为交联固化剂，且视

黄醛对维生素C乙基醚的美白和抗氧化功效产生了协同增效作用。

7.权利要求4‑6中任一项所述的微囊在制备具有美白和抗氧化功效的化妆品中的用

途。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化妆品为爽肤水、乳液、精华、霜、膏、

面膜或冻干粉。

9.根据权利要求7或权利要求8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以重量百分比计，所述维生素

C乙基醚在所述化妆品中的含量为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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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缓解高浓度维生素C乙基醚刺激的微囊及其制备方法和

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化妆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缓解高浓度维生素C乙基醚刺激的微

囊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背景技术

[0002] 维生素C是自然界中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能捕捉自由基，保护细胞组织，抵御自

由基和活性氧物质造成的损害。由于维生素C的低亲脂性、热敏性和自身氧化降解性等缺

点，其应用受到限制。因此，许多改善其性能的维生素C衍生物应运而生。

[0003] 维生素C乙基醚是一种新的亲油亲水两性维生素C衍生物，这使得配方师可以根据

需要将其加入油相或水相，其在化学物质上非常稳定，是不变色的维生素C衍生物，也使得

可以在高温或低温时加入维生素C乙基醚，从而方便使用。另外，维生素C乙基醚在配方中容

易穿透皮肤角质层进入真皮层，进入皮肤后，容易被生物酶分解而发挥维生素C的生物学功

效，从而提高其生物利用度，因此可在化妆品中用作防老化剂和美白剂。但是，当维生素C乙

基醚在化妆品配方中的浓度达到10%‑20%时，对皮肤容易产生刺激性，这严重限制了维生素

C乙基醚的使用效果和应用范围。

[0004] 微囊包裹技术是指利用天然的或者合成的高分子材料包裹分散的固体微粒、液体

或气体物质，形成一种具有半透性或密封囊膜的微小粒子的技术。其中包裹的过程称为微

囊化，形成的微小粒子称为微囊。微囊有两个基本组分，包裹在微囊内的物质称为芯材，而

外面的“壳”称为壁材。在微囊的制备过程中，壁材能使芯材与外界环境隔离，然后在适当条

件下再把芯材释放出来。因此，利用微囊包裹技术对维生素C乙基醚原料进行包裹处理，从

而缓解和阻隔维生素C乙基醚与皮肤直接接触造成的刺激现象，有可能是缓解和解决维生

素C乙基醚的皮肤刺激性的良好策略。

[0005] 传统制备微囊的技术有喷雾干燥法、超临界流体法、溶剂扩散法等。但是，喷雾干

燥法制备微囊对温度有一定的要求，这会使一些对热敏感的具有美白或抗氧化作用的化妆

品活性成分发生结构改变，所以这将制约喷雾千燥法的应用范围。超临界流体法制备微囊

虽然环保，可以避免有机溶剂的使用，但设备昂贵，参数控制与结构改造技术还未成熟，很

难实现工业化大生产。溶剂扩散法制备微囊虽然工艺简便易空，但存在有机溶剂残留问题。

[0006] 复凝聚法是指利用两种具有相反电荷的高分子材料作为复合囊材，将囊心物分

散、混悬或乳化在囊材的水溶液中，在一定条件下交联且与囊心物凝聚成囊的方法。本发明

通过复凝聚微囊包裹工艺成功制备得到了能够缓解高浓度维生素C乙基醚刺激的微囊，同

时在该工艺中创造性地使用视黄醛作为固化交联剂，在增强微囊稳定性的同时，还意外地

发现其对维生素C乙基醚的美白和抗氧化功效产生了协同增效作用。

[0007] 现有技术中尚无相关研究成果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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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填补现有技术的空白，解决高浓度维生素C乙基醚的皮肤刺

激性的问题，提供了一种缓解高浓度维生素C乙基醚刺激的微囊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0009] 为了达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在第一个方面中，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缓解高浓度维生素C乙基醚刺激的微囊的制

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以重量份数计，20‑60份水中，先预溶解好1‑5份海藻酸钠，再溶解0.5‑5份吐

温‑80、0.5‑5份司盘‑80、0.5‑5份辛酸癸酸甘油三酯（GTCC）形成溶液A；

（2）以重量份数计，10‑40份水中溶解5‑30份维生素C乙基醚，再分散0.2‑2份视黄

醛，使其在水中均一分散开形成溶液B；

（3）以重量份数计，10‑40份水中添加0.1‑0.4份乙酸，添加0.5‑5份壳聚糖，形成溶

液C；

（4）以适当滴加速度，同时把溶液B和溶液C滴加到溶液A中，边滴加边均质，均质速

度在8000‑10000  rpm形成溶液D；

（5）以重量份数计，10‑40份水溶液中含有0.5‑5份氯化钙形成溶液E；

（6）以适当滴加速度，把溶液E滴加到溶液D中，边滴加边均质，均质速度在8000‑

10000  rpm形成包含维生素C乙基醚和视黄醛的微囊。

[0010] 作为可选的方式，优选地，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以重量份数计，40份水中，先预溶解好1‑5份海藻酸钠，再溶解1‑2份吐温‑80、

1‑2份司盘‑80、1‑2份辛酸癸酸甘油三酯（GTCC）形成溶液A；

（2）以重量份数计，20份水中溶解10‑20份维生素C乙基醚，再分散0.5‑1份视黄醛，

使其在水中均一分散开形成溶液B；

（3）以重量份数计，20份水中添加0.2份乙酸，添加1‑2份壳聚糖，形成溶液C；

（4）以适当滴加速度，同时把溶液B和溶液C滴加到溶液A中，边滴加边均质，均质速

度在8000‑9000  rpm形成溶液D；

（5）以重量份数计，20份水溶液中含有1‑2份氯化钙形成溶液E；

（6）以适当滴加速度，把溶液E滴加到溶液D中，边滴加边均质，均质速度在8000‑

9000  rpm形成包含维生素C乙基醚和视黄醛的微囊。

[0011] 作为可选的方式，在上述制备方法中，在步骤（4）和步骤（6）中的滴加速度为0.05 

g/s。

[0012] 在第二个方面中，本发明提供了上述第一个方面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缓解

高浓度维生素C乙基醚刺激的微囊。

[0013] 作为可选的方式，在上述微囊中，所述微囊中含有维生素C乙基醚和视黄醛。

[0014] 作为可选的方式，在上述微囊中，视黄醛作为交联固化剂，且视黄醛对维生素C乙

基醚的美白和抗氧化功效产生了协同增效作用。

[0015] 在第三个方面中，本发明提供了上述第二个方面所述的微囊在制备具有美白和抗

氧化功效的化妆品中的用途。

[0016] 作为可选的方式，在上述用途中，所述化妆品为爽肤水、乳液、精华、霜、膏、面膜或

冻干粉。

说　明　书 2/7 页

4

CN 116531275 A

4



[0017] 作为可选的方式，在上述用途中，以重量百分比计，所述维生素C乙基醚在所述化

妆品中的含量为10‑20%。

[0018]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本发明通过复凝聚微囊包裹工艺成功制备得到了能够缓解高浓度维生素C乙基醚

刺激的微囊，同时在该工艺中创造性地使用视黄醛作为固化交联剂，在增强微囊稳定性的

同时，还意外地发现其对维生素C乙基醚的美白和抗氧化功效产生了协同增效作用。

附图说明

[0019] 图1：实施例1中制备得到的微囊样品示意图及其显微镜下照片（200x）。

[0020] 图2：实施例1制备的微囊样品（左侧）和实施例2制备的普通乳液样品（右侧）同时

在UV紫外光照条件下10分钟的颜色对比图。

[0021] 图3：两种微囊中GTCC游离率对比图。

[0022] 图4：斑贴试验测试器贴敷照片和实验样品照片。其中，左图中上排为VC嫩肤精华

样品，下排为维生素C乙基醚微囊样品。右图中左侧为维生素C乙基醚微囊样品，右侧为VC嫩

肤精华样品。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参照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

施例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0024] 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技术或条件者，按照本领域内的文献所描述的技术或条件，

或者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得到的常规产品。

[0025] 下面实施例中的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下述实施例中所用的试

验材料，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市售产品。

[0026] 实施例1：

[0027] 本发明缓解高浓度维生素C乙基醚刺激的微囊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1）40克水中，先预溶解好2份海藻酸钠，再溶解1克吐温‑80、1克司盘‑80、1克辛酸

癸酸甘油三酯（GTCC）形成溶液A；

（2）20克水中溶解10克维生素C乙基醚，再分散0.5克视黄醛，使其在水中均一分散

开形成溶液B；

（3）20克水中添加0.2克乙酸，添加1克壳聚糖，形成溶液C；

（4）以0.05  g/s滴加速度，同时把溶液B和溶液C滴加到溶液A中，边滴加边均质，均

质速度在8000  rpm形成溶液D；

（5）20克水溶液中含有1克氯化钙形成溶液E；

（6）以0.05  g/s滴加速度，把溶液E滴加到溶液D中，边滴加边均质，均质速度在

8000  rpm形成包含维生素C乙基醚和视黄醛的微囊。

[0028] 采用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微囊样品示意图及其显微镜下照片如图1所示。图1中的

显微镜下照片是使用荧光倒置显微镜获得的，放大倍数为200倍，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微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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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均一稳定，微囊之间没有明显粘连，微囊平均粒径为10 μm左右。

[0029] 实施例2：

[0030] 使用实施例1中的微囊制备工艺中的原料和用量比例制备含有维生素C乙基醚和

视黄醛的普通乳液。

[0031] 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添加海藻酸钠1克、维生素C乙基醚10克溶于80克水中形成水相；

（2）添加1克吐温‑80、1克司盘‑80和0.5克视黄醛，均质溶解完全形成油相；

（3）补充水使乳液至100克，水相和油相均质完全形成包含维生素C乙基醚和视黄

醛的乳液。

[0032] 实施例1制备的微囊样品和实施例2制备的普通乳液样品同时在UV紫外光照条件

下10分钟的颜色对比图如图2所示。由图中两个样品颜色变化可知，对维生素C乙基醚进行

包裹处理的微囊样品，其稳定性要明显优于含有维生素C乙基醚的乳液样品，未经过包裹处

理的维生素C乙基醚乳液经过UV紫外光照后明显发生剧烈的变色反应。

[0033] 实施例3：体外释放方法评估微囊交联固化效果

[0034] 将按照实施例1工艺制备添加有视黄醛的微囊标记为样品A，按照实施例1工艺制

备，用戊二醛代替视黄醛制备的微囊标记为样品B；样品A和样品B中以GTCC为标定物，包裹

率均为95%左右；分别取样品A和样品B的微囊混悬液适量，加入含有聚乙烯蓖麻油的水溶液

中，分别置于40℃水浴摇床10  r/min震荡，定时取出，3000  r/min离心3min，分别取上清液4 

mL使用液相色谱仪进行含量检测，计算GTCC累计释放百分率。结果见图3。

[0035] 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样品A即用视黄醛交联的样品，经过1小时的摇床处理GTCC

只有50%左右最终游离出微囊；样品B即用戊二醛交联的样品，经过1小时的摇床处理GTCC有

将近65%最终游离出微囊；可以明显看出微囊经过视黄醛的交联固化，弥补了水凝胶微囊表

面易受外界干扰的缺点，微囊外表面更加固化减少了微囊中包裹GTCC的游离。

[0036] 实施例4：本发明微囊的美白和抗氧化功效实验

[0037] 1.  DPPH自由基清除实验

取实施例1制备的维生素C乙基醚微囊样品标记样品1，按照维生素C乙基醚样品中

维生素C乙基醚浓度制备样品2，按照视黄醛比例制备样品3，具体含量详情见表1。

[0038] 表1：样品1‑3中维生素C乙基醚和视黄醛含量详情

[0039] 准备的上述样品与DPPH（终浓度为100  mM）混合反应，设定8个重复孔，同时设置不

含药物的空白对照孔和Trolox阳性对照孔，30  ℃，1  h，酶标仪测定OD值，检测波长为515 

nm，按照下式计算得到抗氧化率，结果如表2所示。

[0040] 抗氧化率（%）=（1‑实验孔OD515  nm/空白孔OD515  nm）×100%

不同样品自由基清除率详情如下表2所示。

[0041] 表2：样品1‑3的自由基清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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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通过清除自由基实验数据可以看出，微囊中由于维生素C乙基醚和视黄醛的共同

存在，其清除自由基效率和阳性对照清除率相当，只有维生素C乙基醚的时候其自由基清除

率表现一般，而没有维生素C乙基醚只含有视黄醛的样品，其自由基清除率表现较差，综合

数据来看用视黄醛交联的维生素C乙基醚微囊其自由基清除率效果最好。

[0043] 2. 酪氨酸酶活性抑制实验

酪氨酸酶可以催化底物酪氨酸生成多巴醌，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反应最终生成黑色

素，酪氨酸酶催化反应被认为是黑色素生成的限速步骤，故具有抑制酪氨酸酶活性的物质，

被认为具有潜在的美白活性。多巴醌为有色物质，在470  nm下有特征吸收峰，多巴醌的生成

量多少与酶的活力成正比，因此，可以通过分光光度计测定体系中多巴醌的生成量来反映

酶活力的大小。

[0044] （1）主要试剂：

酪氨酸酶（菌菇来源）（上海依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00  U/mg）；L‑酪氨酸（阿拉

丁，99.0%‑101 .0%）；α‑熊果苷（DSM，≥  98%）；磷酸氢二钠（Na2HPO4•12H2O），磷酸二氢钠

（NaH2PO4•2H2O）均为国产分析纯。

[0045] （2）按以下组合配制样品：

其中1、2和3号样品同检测DPPH样品编号一致；上述三种样品分别用磷酸缓冲液稀

释8倍得测试样品。

[0046] （3）实验结果：

对上述四种测试样品的酪氨酸酶抑制率进行试验对比，阳性对照品为维生素C。表

3为1‑3号样品酪氨酸酶抑制率详情。

[0047] 表3：1‑3号样品酪氨酸酶抑制率详情

[0048] 从1‑3号样品的酪氨酸酶抑制率数据可以看出，维生素C乙基醚微囊的效果要优于

单独添加的维生素C乙基醚和视黄醛样品，从结果可以看出包含有维生素C乙基醚和视黄醛

的微囊样品其抑制酪氨酸酶的效果明显强于单一组分的样品。

[0049] 实施例5：抑菌实验测试

[0050] 采用抑菌圈实验（Bacillus  subtilis），提供测试的细菌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

肠杆菌，滴加一定量的微囊溶液，滴加在上述各细菌的培养皿中央，在紫外光和黑暗条件下

培养18  h，观察并测量抑菌圈的直径。使用2号和3号样品分别滴加没有出现抑菌效果，而本

发明的微囊（1号样品）还意外地产生了一定的抑菌作用（见表4）。

[0051] 表4：含有视黄醛的维生素C乙基醚微囊（1号样品）抑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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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发明人认为本发明所述微囊产生抑菌作用的原因为，视黄醛可与壳聚糖分子链上

的氨基反应以固定分子链的位置并形成拉链状的氢键结构，而壳聚糖的力学性能较差，单

独作为抗菌剂使用时存在局限性，特别是在酸性中容易降解，当其与视黄醛进行交联就可

得到视黄醛交联壳聚糖席夫碱这使其抗菌持久性及力学性能得到有效的提高。

[0053] 实施例6：本发明维生素C乙基醚微囊斑贴实验

[0054] 人体皮肤斑贴测试，使用方法依据：《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版）。通用测试方

法：选择合适的斑贴试验测试器，以封闭式斑贴试验方法，选取至少30名合格的志愿者参加

测试，将受试物、蒸馏水（去离子水）和对照样品加入斑贴试验测试器的方形小室中。将加有

受试物、蒸馏水（去离子水）和对照样品的斑贴试验测试器贴敷于受试者的前臂内侧，用手

掌轻压使之均匀地贴敷于皮肤上，持续24  h，分别于去除加有受试物、蒸馏水（去离子水）和

对照样品的斑贴试验测试器后30  min（待压痕消失后）、24  h和48  h按下表标准观察皮肤反

应，并记录观察结果。

[0055] 依据《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中斑贴实验要求，在受试斑贴器里上一排

分别滴加每格0.03克VC嫩肤精华产品（申请人公司已上市销售产品，配方中含10%的维生素

C乙基醚），下一排分别滴加每格0.03克维生素C乙基醚微囊样品，贴于手臂内侧（见图4左

图），两批测试分别为24小时和48小时。皮肤反应分级标准和实验结果分别如表5和表6所

示。

[0056] 表5：皮肤封闭型斑贴试验皮肤反应分级标准

[0057] 表6：皮肤封闭型斑贴试验实验结果

[0058] 结果显示：其中5人次的斑贴结果表现为VC嫩肤精华产品刺激性较强，另有6人结

果显示两款受试样品均无刺激性。

[0059] 实施例7：本发明维生素C乙基醚微囊刺激试用

[0060] 试用人数：20人。试用方式：每人分别在手臂内侧前部与耳后，同时涂抹维生素C乙

基醚微囊样品及VC美白嫩肤精华成品，涂抹同量的样品后，持续3分钟左右感知样品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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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感，具体刺激感表现为发热、刺痛或者灼烧感。受试者的试用结果如表7所示。

[0061] 表7：本发明维生素C乙基醚微囊刺激试用结果

[0062] 实施例8：本发明维生素C乙基醚微囊的稳定性

[0063] 实施例1中所得微囊样品的性能检测结果如下表8所示。

[0064] 表8：本发明维生素C乙基醚微囊样品的性能检测结果

[0065] 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实施例1中制备所得微囊样品外观均一稳定，在高温和低温

条件下依然稳定，没有出现任何分层、破囊等现象；pH值呈现弱酸性，符合化妆品行业相关

标准。

[0066]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

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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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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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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