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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维持玫瑰花瓣在弱酸性或中

性化妆品体系中稳定性的方法，包含（a）将新鲜

的玫瑰花瓣在 15℃以下的护色液中浸泡 2-5 小

时，其中所述护色液优选含有 2-5wt% 的柠檬酸和

3-6wt% 的氯化镁；（b）将浸泡后的玫瑰花瓣取出

沥干，再将玫瑰花瓣在 15℃以下的 10-22wt%的海

藻糖溶液中浸泡 2-4小时；（c）将经上述步骤处理

后的玫瑰花瓣添加至化妆品体系中并向化妆品体

系中添加 0.1-0.4wt% 的茶多酚。本发明提供的

方法可以保持玫瑰花瓣在化妆品体系中的鲜亮色

泽、良好韧性，并且能够实现有效成分的保护，无

论采用新鲜花瓣或干燥复水后的花瓣的添加，都

能在一定保质期内保持良好的色泽和外型，给消

费者良好的视觉享受，同时其使用时有效成分的

微量释放能够起到美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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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维持玫瑰花瓣在弱酸性或中性化妆品体系中稳定性的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a）将新鲜的玫瑰花瓣在 15℃以下的护色液中浸泡 2-5 小时，其中所述护色液为含有

2-5 wt%的柠檬酸和 3-6 wt%的氯化镁的水溶液；

（b）将浸泡后的玫瑰花瓣取出沥干，再将玫瑰花瓣在 15℃以下的 15-22 wt% 的海藻

糖溶液中浸泡 2-4 小时，将海藻糖溶液浸泡的玫瑰花瓣取出沥干，进行干燥，再进行充氮包

装，待用；

（c）将经上述步骤处理后的玫瑰花瓣添加至化妆品体系中并向化妆品体系中添加

0.1-0.4 wt%的茶多酚。

2.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沥干是在 15℃以下通风实现的。

3.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a）之前，将新鲜的玫瑰花瓣在

10-15℃的水中清洗。

4.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干燥是在 30-70℃烘干 18-26 小时，或

是冷冻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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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维持玫瑰花瓣在弱酸性或中性化妆品体系中稳定性的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维持玫瑰花瓣在弱酸性或中性化妆品体系中稳定性的方法，尤其

涉及一种维持玫瑰花瓣在化妆品体系中的色泽、形状和保护有效成分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世界化妆品市场趋向纯天然原料的添加，而用玫瑰提取物制成的化妆品又称

生物化妆品，它具有保湿、防晒、去皱、抗衰老等功效，对人体无毒副作用，很受消费者亲睐。

全国玫瑰化妆品需用量年递增率达百分之十二以上，同时国际市场上潜力也很大。因此开

发玫瑰化妆品，市场前景广阔。

[0003] 玫瑰花系列作为化妆品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其怡人的香味和优良的功效深受女

性消费者喜爱，其大体可以分为添加成形花瓣的和无添加花瓣的化妆品。不加入成形花瓣

的只是通过加入萃取液的化妆品生产较易控制，产品比较繁多；而加入成形花瓣的工业化

生产就存在诸多技术问题，产品品类较少。但是美容产品一方面是有效成分的发挥带来的

美容效果，另一方面是心理愉悦带来的心理美容，具有良好形态和色泽的有形玫瑰花瓣产

品能带来良好的视觉享受，激发消费者的心理愉悦，从而带来美容效果。

[0004] 市面上已有的添加完整玫瑰花瓣化妆品的工业化生产，通常分为采用新鲜玫瑰花

瓣为原料和采用干燥玫瑰花瓣为原料的两种方式，新鲜玫瑰花瓣的添加比较适用具有原料

优势的企业，因为玫瑰花的保鲜需要比较大的成本，而干燥花运输和维护的成本均较低，适

合无原料优势的企业。但这两种方式的产品中均存在一定的问题。

[0005] 具体问题为：一、以新鲜玫瑰花为原料，通过巴氏杀菌预处理添加到产品中，其缺

点是容易造成花色的褪变、营养成分的流失及形态的变化，影响购买欲望，大都通过加入人

工色素进行调节，有背于添加天然成分的初衷；或者直接添加未处理新鲜花瓣，但容易造成

后续微生物污染的问题，一般通过大量的防腐剂来达到防腐效果，但即使如此，由于花瓣未

进行护色处理，花瓣的颜色很快容易褪变，通常也是通过额外添加色素来补偿。二、以干燥

玫瑰花瓣为原料，通过高温热煮，花色、有效成分流失到预煮液中，该预煮液一般弃去不用，

仅仅采用软烂无色的玫瑰花瓣，再在其加入的化妆品中添加色素补偿颜色；或则直接添加

干燥玫瑰花瓣，但通常干燥的玫瑰花瓣由于未经过相关处理，玫瑰花瓣细胞结构发生变化，

复水容易色素溶出，花色暗淡，花瓣形态萎蔫，影响美观，且一般的干燥工艺会造成花瓣有

效成分的破坏和流失。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在于提供一种维持玫瑰花瓣在弱酸性或中性化妆品体系中稳定性的方

法，使得处理过的玫瑰花花瓣在化妆品成品中最大程度地保持原有色彩、有效成分和 / 或

形状。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一种维持玫瑰花瓣在弱酸性或中性（例如 pH 在 4.5-7，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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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5，更优选 5.0-6.5，更优选 5.5-6.0）化妆品体系中稳定性的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a）将新鲜的玫瑰花瓣在 15℃以下的护色液中浸泡 2-5 小时，其中所述护色液为含有 2-5 

wt%（优选 3%）的有机酸和 3-6 wt%（优选 3%）的金属氯化物的水溶液，所述有机酸为柠檬

酸、植酸、水杨酸、果酸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金属氯化物为钙、镁、锰、铁、铝、钾和钠的氯化

物中的一种或多种；（b）将浸泡后的玫瑰花瓣取出沥干，再将玫瑰花瓣在 15℃以下的 10-22 

wt%的海藻糖溶液中浸泡 2-4小时；（c）将经上述步骤处理后的玫瑰花瓣添加至化妆品体系

中并向化妆品体系中添加 0.1-0.4 wt%的茶多酚。

[0008] 玫瑰花瓣中蕴含酚类化合物、鞣质、糖、多糖和苷、甾体、花青素、维生素 C 、生物碱

等，其中的花青素是高活性成分，温度、p H、光照等因素都对其有一定影响，研究发现光照

对花青素稳定性影响最小，耐光性好；高温加热下花青素分解度高；玫瑰红色素随着 PH 值

的不同其颜色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在酸性条件下呈红色，且越酸颜色越鲜艳，且在酸性条件

下花青素较稳定，碱性条件下会发生变色，且变色是不可逆的；光照主要是诱使天然色素分

解或氧化而脱色，高温退色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会生成无色的查尔酮式结构，另一方面在酸

性条件下加热会发生酸解，苷键水解，生成相应的苷元和糖。但花青素若与 Ca2+、Mg2+、Mn2+、

Fe2+、A13+、K+、Na+ 等金属相结合，生成络合物，就可避免 pH的影响。

[0009] 因此，护色液的组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酸性物质的添加、金属元素的添

加、抗氧化剂的添加。酸性物质的选择上，可以考虑采用有机酸，例如柠檬酸、植酸、水杨酸、

果酸等，从成本的角度以及在化妆品中的适用性上考虑选择柠檬酸，也可以选择这些有机

酸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形式。金属元素的添加可以考虑 Ca2+、Mg2+、Mn2+、Fe2+、A13+、K+、Na+，

从可行性及在化妆品中的适用性上选择这些金属元素的氯化物或它们的组合，优选为氯化

镁。

[0010] 在护色的基础上对玫瑰花瓣护形及保持玫瑰花瓣活性成分的研究，对于直接添加

新鲜玫瑰花瓣的产品，涉及到花瓣在化妆品体系中，一定保质期内良好细胞结构保持，控制

色素的缓慢释放；对于添加干燥处理，使用前再复水的玫瑰花瓣，在现有干燥技术的条件

下，涉及到复水后保持细胞结构完整，色素溶出少，有效成分丧失少的诉求。

[0011] 在护形和保护有效成分的试剂的选择上，考虑到添加效果和在化妆品中的匹配

性，选用海藻糖作为有效成分。外源性的海藻糖能够有效地保护细胞膜结构和蛋白质，保持

动植物细胞的结构，减缓色素从细胞中渗出的速度。同时，浸泡海藻糖溶液后可以使干燥的

玫瑰花瓣在贮存过程中不易吸湿而引起产品变质，花瓣添加到化妆品中前进行复水，复水

率比较高，形态比较完整，色素溶出较少，有效成分得到保护。

[0012] 通过试验发现，对于直接添加新鲜玫瑰花瓣的，海藻糖液的浓度为 10-18 wt%，例

如 12%、15%。花瓣的色素迁移到溶液中的速度明显比对照要小；对于需要干燥的玫瑰花瓣，

海藻糖溶液的浓度为15-22 wt%，例如16%、20%，相对于参照具有明显的护色，降低花瓣中色

素迁移及保护玫瑰花完整形态的作用。

[0013] 在本发明的方法中，在经过护色、护形处理后，将玫瑰花瓣灭酶灭菌或干燥，以储

存待用，或者也可以将玫瑰花瓣直接添加至化妆品体系中。在本发明的方法中，由于化妆品

体系在使用过程中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为维持玫瑰花瓣在化妆品体系中的稳定性，尤其是

色泽稳定性，向化妆品体系中添加茶多酚以防止玫瑰花色素被外界的氧气、光等氧化。虽然

为了达到防止体系氧化的目的，可能选择其他合适的抗氧化剂，但是可能会导致玫瑰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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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效成分的降解。例如，Vc 会跟花青素发生竞争性反应，反而不利于花青素的稳定。经

过一系列的实验，本发明选用适配性和功效性更好的茶多酚。

[0014] 考虑到成本因素，在化妆品的生产过程中，可先将玫瑰花用柠檬酸和氯化镁组成

的护色浸泡剂预处理，再在化妆品成品中加入抗氧剂茶多酚，防止花瓣及后面涉及到的玫

瑰花瓣提取液中的色素的氧化变色。

[0015] 通过实验发现，随着柠檬酸浓度的增加和浸泡时间的延长，浸泡完花色越艳丽，但

是当柠檬酸和浸泡时间超过一定限值后，强渗透压使得花瓣的内容物溶出增加，色素溶出

及组织形态发生破坏，氯化镁和茶多酚的添加能延长花色的稳定性，一定范围内存在正相

关性，但是氯化镁的大量添加会破坏化妆品体系的稳定性。最终，本发明的有机酸（例如柠

檬酸）的浓度被限定为 2-5 wt%，氯化物（例如氯化镁）的浓度被限定为 3-6 wt%，茶多酚在

化妆品体系的含量为 0.1-0.4 wt%。

[0016] 本发明所称的化妆品体系按产品特点可分为（1）乳剂类：包括各种膏霜蜜啫喱

等；（2）粉类：包括各种香粉、爽身粉等；（3）美容类：包括唇膏、眼影、睫毛膏、指甲油等；

（4）香水类：包括香水、古龙水、花露水等；（5）香波类：包括香波、浴液、护发素等；（6）美发

类：包括染发、烫发、定发用品等；和（7）疗效类：添加药物的化妆品等。

[0017] 化妆品体系使用的基本原料通常包括基质原料、辅助原料、乳化剂、功效性成分，

具体包括抗氧化剂、杀菌剂 / 防腐剂、增稠蜡、化妆品级脂肪酸、柔嫩剂、乳化剂、增溶剂、乳

化蜡、成分保护剂、赋脂剂、中和剂、珠光剂 / 遮光剂、效果颜料、调理聚合物、小分子单体、

流变改性剂、调理聚合物、定型聚合物、溶剂、两性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阳离子

表面活性剂、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紫外过滤剂、增稠剂、香精香料、活性成分等。

[0018] 在化妆品成品体系中，容易对玫瑰色素稳定性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光照、温度、pH

值、微生物、产品暴露的时间等。光照可通过选择避光的产品容器来控制，温度和产品暴露

的时间可通过控制储存条件来调节，微生物可通过对原料、过程控制、产品灭菌及防腐剂来

控制，pH值在本发明中可通过加入适当的 pH调节剂来调节，以保证产品体系维持在弱酸性

或中性。

[0019] 在稳定性的基础上，考虑产品功效性，花瓣适合添加到护肤类化妆品体系中，如面

膜、面霜、化妆水、沐浴露、洁面乳等。

[0020] 再结合视觉效果，花瓣适合添加到透明或半透明的护肤产品中，即啫喱状或水状

的面膜、化妆水、沐浴露、洁面乳等。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参考具体实施例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应当理解的是，这些实施

例仅是对本发明原理的尽可能详细的示例性阐述，并非是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

[0022] 实施例 1. 不需要干燥处理的玫瑰花瓣的处理工艺

[0023] a. 摘选

[0024] 在室温 15℃以下，将新鲜玫瑰花剔除花萼、花蕊、残瓣，去除花叶、花虫、花枝等杂

质，摘选好的花瓣平铺在转运盘中，堆放厚度不超过 5cm，花瓣在摘选车间的时间不超过 2

小时。

[0025] b. 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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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在室温 15℃以下，将摘选好的玫瑰花瓣倒入水温 10℃的清洗槽中，每槽放入 5 盘

花瓣，花瓣没入水中半分钟即可捞入筛盘中，沥干水分，整个过程不超过 2小时。

[0027] c. 护色

[0028] 将 1体积清洗好的花瓣，倒入 1体积护色液中，护色液中柠檬酸含量 3%，氯化镁含

量5%，浸泡时间3小时，浸泡温度10℃以下，浸泡完捞出，捞出后车间停留时间不超过0.5h。

[0029] d. 沥干

[0030] 入风干车间 10℃低温通风沥干 1h，沥干后车间内停留时间不超过 0.5h。

[0031] e. 护形

[0032] 将 1体积清洗好的花瓣，倒入 1体积护形液中，护色液含海藻糖 15%，浸泡 3小时，

浸泡温度 10℃以下，浸泡完捞出，捞出后车间停留时间不超过 0.5h。

[0033] f. 沥干

[0034] 入风干车间 10℃低温通风沥干 1h，沥干后车间内停留时间不超过 0.5h。

[0035] g. 包装

[0036] 在室温 10℃以下，无菌条件下，将沥干的玫瑰花瓣定量包装，每袋 1kg，不封口，仅

将袋口折叠，包装好的产品在车间停留时间不超过 1h。

[0037] h. 灭酶灭菌

[0038] 将包装好的产品入微波杀菌650w，5s，杀菌好的产品入无菌间备用。无菌间停留时

间不超过 2h。

[0039] i. 包装

[0040] 将处理好的花瓣充氮包装，入库，-10℃低温贮藏。

[0041] j. 添加至成品

[0042] 向化妆品体系中添加0.1 wt%的茶多酚，搅拌混匀后，将包装好的花瓣取出或步骤

f处理后的花瓣，添加至体系中，再轻微搅拌。

[0043] 实施例 2. 需要干燥处理的玫瑰花瓣的处理工艺

[0044] a-f 步骤同实施例 1。

[0045] g. 干燥

[0046] 入烘干车间，于 30-70℃低温烘干 18-26h。

[0047] h. 包装

[0048] 将干燥好地花瓣充氮包装，入库，-10℃低温贮藏。

[0049] i. 添加至成品

[0050] 向化妆品体系中添加 0.4 wt% 的茶多酚，搅拌混匀后，将包装好的花瓣取出，加少

量水先复水，复水后的混合物或步骤 f处理后的花瓣，添加至体系中，再轻微搅拌。

[0051] 实施例 2本发明的方法对维持玫瑰花瓣稳定性的效果研究

[0052] 选择同一品种的玫瑰花瓣（本试验选择的是平阴玫瑰花），将新鲜玫瑰花瓣 5g，放

入 100ml 含不同浓度柠檬酸和氯化镁的护色液中，在 10℃条件下，浸泡 3h，取出沥干，加入

到 50ml用柠檬酸调节的 pH=5的含 0.2%的羟苯甲酯的溶液中。做 48℃保温 7天试验，观察

玫瑰花瓣及溶液颜色变化。（结果见表 1）。

[0053] 选取上述不同浓度的处理液处理后的玫瑰花瓣加入到通用化妆品乳液中，做 48℃

保温 7天试验，观察玫瑰花颜色变化、外形变化、化妆品体系的稳定性（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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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选取3%柠檬酸及3%氯化镁溶液浸泡沥干后的玫瑰花瓣，加入到100 ml 不同浓度

的海藻糖浸泡液中，浸泡 3h，取出冷风吹干，微波灭菌灭酶，加入通用化妆品乳液中做 48℃

保温 7天试验，观察玫瑰花颜色变化、外形变化、化妆品体系的稳定性（结果见表 3）。

[0055] 选取3%柠檬酸及3%氯化镁溶液浸泡沥干后的玫瑰花瓣，加入到100 ml 不同浓度

的海藻糖浸泡液中，浸泡 3h，取出，干燥，复水后加入通用化妆品乳液中做 48℃保温 7 天试

验，观察玫瑰花颜色变化、外形变化、化妆品体系的稳定性（结果见表 4）。

[0056] 表 1：不同浓度护色液对玫瑰花瓣颜色的影响

[0057] 

[0058] 从表 1 可知，随着护色液中的酸浓度或氯化镁浓度的增加，处理后的花色更加艳

丽，但是低于 1%时保色效果较差。高于 10%时，保色效果受明显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高渗透

压导致细胞内容物溶出增加，色素溶出及组织形态发生破坏。

[0059] 此外，实验发现，相同浓度下，浸泡时间短于 2 小时保色效果不明显，可能是因为

护色液尚未完全起作用。浸泡时间延长，花色也越艳丽，但当浸泡时间超过 5 小时，色泽不

再有明显改变。

[0060] 表 2：不同浓度处理的玫瑰花瓣在化妆品体系中的颜色及对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0061] 

护色液浓度（酸 +镁） 色泽变化 稳定性

    1%+2% 花瓣稍退色 未出现明显分层

2%+3% 色泽无变化 未出现明显分层

3%+3% 颜色稍鲜艳 未出现明显分层

5%+6% 颜色较鲜艳 未出现明显分层

10%+8% 色泽更鲜艳 花瓣周围乳液破乳

10%+10% 色泽更鲜艳 花瓣周围乳液破乳

15%+15% 花瓣褪色 花瓣周围乳液破乳

[0062] 从表 2 可知，当选用经护色液处理颜色保持较好的玫瑰花瓣加入化妆品体系中

时，虽然在色泽保持和外形保持方面基本无太大差异，但是对于使用较高浓度的护色液浓

度（例如 18%，20%，30%）时，玫瑰花瓣周围乳液会破乳，即化妆品体系趋向于不稳定。此外，

实验发现，当使用金属离子浓度增加的护色液处理的玫瑰花瓣时，对于水包油膏霜体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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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是靠近玫瑰花瓣周围的体系变稀，直至更大面积的体系破坏。

[0063] 表 3 不同浓度海藻糖处理的玫瑰花瓣颜色变化、外形变化、化妆品体系的稳定性

[0064] 

[0065] 注 ：+代表花瓣色素迁徙入乳液的程度

[0066] 表 4 不同浓度海藻糖处理的玫瑰花瓣颜色变化、外形变化、化妆品体系的稳定性

[0067] 

[0068] 注 ：+代表花瓣色素迁徙入乳液的程度

[0069] 本发明的方法中还使用了海藻糖溶液浸泡经护色液处理的玫瑰花瓣，实验发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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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糖溶液浸泡的玫瑰花瓣在添加到化妆品体系中后，能够很好地保护玫瑰花瓣的有效成

分和细胞结构完整性，减缓色素从细胞中的渗出速度，这对于保持玫瑰花瓣的色泽稳定性

具有更进一步的促进和协同作用。实验发现，海藻糖溶液的浓度越大浸泡时间越长，效果相

对越好，但达到一定限值后海藻糖的浓度和浸泡时间的延长所获得的效果改善不再明显。

考虑生产成本、车间周转时间，本发明的海藻糖溶液的浓度被设定为 10-22 wt%，其中对于

不需要干燥处理的玫瑰花瓣（实施例 1），海藻糖溶液的浓度优选为 10%-18%，而对于后续需

要干燥处理的玫瑰花瓣（实施例 2），海藻糖溶液的浓度优选为 15%-22%。本领域技术人员可

根据本发明的教导，根据情况调节海藻糖的溶液浓度范围。

[0070] 需要理解的是，本发明实施例虽然只使用了柠檬酸和氯化镁作为例子显示本发明

的优点，但是可以预期到可以用其他合适的酸，例如植酸、水杨酸、果酸，来代替柠檬酸，也

可以用其他氯化物，例如氯化钠、氯化钙等来代替氯化镁。

[0071] 另外，实验发现化妆品体系中不同浓度的茶多酚对于体系的稳定性影响不大，在

通常的不含有其他大量易被氧化的成分，即需要消耗茶多酚的成分存在的条件下，茶多酚

在体系中的浓度超过 0.1%wt 即能达到护色要求，考虑到成本及功效性，本发明的方法使用

0.1%-0.4%wt的茶多酚，如含有其他易氧化物质，且需要茶多酚来保护，则酌情增加添加量。

[0072] 在本发明中，玫瑰花瓣的添加量：考虑到化妆品体系的稳定性、美观性及成本因

素，处理好的新鲜的玫瑰花瓣在化妆品中的添加量为 0.2-0.5%，干燥处理的玫瑰花瓣添加

量为 0.025-0.063%，按照复水后的玫瑰花瓣计，添加量也为 0.2-0.5%。

[0073] 应当理解的是，以上具体实施方式仅是对本发明原理的解释性的阐述，本领域技

术人员在阅读之后能够对本发明提供的装置和方法进行适当的修改，应当认为这些修改也

在本发明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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