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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技术或称生物工程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几r年的技术积累，已逐步发展成为现代科技中
的一门新兴学科。
生物技术已经广泛渗透于医学、农业和环境等相关学科领域中，并带动和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
现代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也给化妆品行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在快速增长的化妆品工业领域中，生物技术和生物制剂在化妆品研究开发以及化妆品的安全性、
功效性评价等多个环节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使化妆品品种明显增多，还促进了产品内在质量的
提高，推动了化妆品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近20年来，人们对化妆品的要求已从洁肤、润肤为目的的基础护肤品向保湿、美白、延缓衰老、抗敏
等为目的的功效性化妆品方向发展。
越来越多的生物制剂，如透明质酸（HA）、表皮生长因子（EGF）、辅酶Q10、酶、谷胱甘肽等，作
为功效添加剂都成功地应用于化妆品，生物化趋向是当今化妆品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美容观念的更新，人们对于化妆品的安全性、功效性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生物技术作为现代科技的一门新兴学科正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依靠现代生物技术不仅町以对化妆品原料、产品进行生物学功效和安全性检测，还能够在化妆品研究
开发、生产及加工多个环节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来评价化妆品的综合功效足今后化
妆品功效性评价的发展趋势之一。
　　生物技术对化妆品行业整体影响源于生物技术发展对化妆品应用研究积极推动的结果。
科研人员尝试利用生物模拟或者仿生的科学方法开展皮肤和头发护理、营养和延缓衰老等领域的研究
；通过对皮肤光生物学损伤的研究来探讨皮肤抗氧化和外源性促进黑素产生的机制；通过对痤疮肌肤
的代谢机制的研究来揭示祛痘机理与技术。
化妆品中生物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当今乃至今后现代化妆品学研究和发展的方向。
相信“化妆品生物技术”将会给化妆品行业带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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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生物技术与化妆品的相互关系；第二章以人体代谢必需的糖、蛋白
、酶、核酸、维生素和小分子物质为主线，介绍了可用于化妆品的生物活性物质；第三章介绍保湿、
美白、延缓衰老、防晒、祛痘以及皮肤过敏的生物医学机理，指导科技人员科学认识、研究和开发功
效突出的化妆品；第四章总结了化妆品的安全功效评价方法及其所应用的生物技术；第五章重点介绍
了化妆品研制过程中的最新生物技术，如生物防腐技术、细胞培养技术、缓释与经皮传输技术、重
组DNA技术等。
    本书适合化妆品研制、开发、生产等行业的技术人员，化妆品生物添加剂的研究开发技术人员，质
检系统的功效检测人员，化妆品专业、应用生物技术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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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论　　生物技术作为21世纪高新技术的核心，对解决人类面临的食物、资源、健康、
环境等重大问题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大力发展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最近十多年是世界生物技术迅速发展时期，无论在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应用开发方面，都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
生物技术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农业、医药、轻工食品、海洋开发及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
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各方面必将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近年来，在快速增长的化妆品工业领域中，生物技术和生物制剂在化妆品研究开发以及化妆品的
安全性、功效性评价等多个环节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使化妆品品种明显增多，还促进了产品内
在质量的提高，推动了我国化妆品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越来越多的生物制剂，如透明质酸（H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表皮生长因子（EGF）、核酸
（RNA）等，作为功效添加剂都成功地应用于化妆品。
趋向生物化是当今化妆品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化妆品生物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