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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保质型清洁面膜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功效面膜制备技术领域，特别涉

及一种保质型清洁面膜及其制备方法，保质型清

洁面膜包括基布载体和负载于基布载体上的功

能层，功能层包括温敏性水凝胶以及分散负载于

温敏性水凝胶中的活性成分，温敏性水凝胶为温

度下降时发生体积膨胀、温度上升时发生体积收

缩的水凝胶。制备时，将包括活性成分、温敏性单

体、交联剂、引发剂于分散溶剂中混合充分作为

涂布料，将所得的涂布料涂布于基布载体上后进

行交联反应，反应结束后进行冻干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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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保质型清洁面膜，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保质型清洁面膜包括基布载体和负载于

基布载体上的功能层，功能层包括温敏性水凝胶以及分散负载于温敏性水凝胶中的活性成

分，温敏性水凝胶为温度下降时发生体积膨胀、温度上升时发生体积收缩的水凝胶。

2.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保质型清洁面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制备方法

为，将包括活性成分、温敏性单体、交联剂、引发剂于分散溶剂中混合充分作为涂布料，将所

得的涂布料涂布于基布载体上后进行交联反应，反应结束后进行冻干操作，即得到保质型

清洁面膜。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保质型清洁面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活性成分为在

潮湿环境下易变质、失效的功效物质。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保质型清洁面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温敏性单体为

N‑异丙基丙烯酰胺、N‑异丙基甲基丙烯酰胺、2‑甲基‑2‑丙烯酸‑2‑(2‑甲氧基乙氧基)乙酯、

甲氧基聚乙二醇甲基丙烯酸酯、丙烯酸羟丙酯中的一种或几种。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保质型清洁面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交联剂为乙二

醇二甲基丙烯酸酯、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聚乙二醇二丙烯酸酯中的一种或几种。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保质型清洁面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分散溶剂为甘

油、油醇，辛酸/癸酸甘油三酯、聚甘油‑10甘油酯、聚甘油‑10‑硬脂酸酯、聚山梨醇酯80中的

一种或几种。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保质型清洁面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数计算，所

述活性成分、所述温敏性单体、所述交联剂、所述引发剂、所述分散溶剂的投加比例为1～

20：50～100：2～10：0.5～1：5～120。

8.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保质型清洁面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包括活性成分、温

敏性单体、交联剂、引发剂于分散溶剂中混合充分、将涂布料涂布于基布载体上并发生交联

反应，均在保护气氛下进行。

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保质型清洁面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冻干操作为，

将交联反应后的基布载体转移至―70℃～5℃的环境下冷冻充分后，先在真空度为1Pa～

1000Pa的条件下，升温至比冷冻温度高出10℃～20℃后保持1～4小时，保持真空度不变，继

续升温50℃～75℃后保持1～4小时。

10.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保质型清洁面膜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应用为，敷用

时向所述的保质型清洁面膜上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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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保质型清洁面膜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功效面膜制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保质型清洁面膜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虽然很多面膜作为商品在使用前都是密封包装保存的，但考虑到一些包装在密封

性上不是很理想，或者在存放过程中包装受到破坏而影响了其密封性，这同样会导致面膜

在存放过程中与外部相接触，而影响到面膜中活性物质的有效性和利用率。因此，是否可以

从面膜自身出发，通过对其改性，来避免环境对面膜中活性物质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在不久

的将来降低面膜产品对包装体的要求和依赖。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保质型清洁面膜及其制备方法，保质型

清洁面膜包括基布载体和负载于基布载体上的功能层，功能层包括温敏性水凝胶以及分散

负载于温敏性水凝胶中的活性成分，温敏性水凝胶为温度下降时发生体积膨胀、温度上升

时发生体积收缩的水凝胶，

[0004] 制备方法为：

[0005] 将包括活性成分、温敏性单体、交联剂、引发剂于分散溶剂中混合充分作为涂布

料，将所得的涂布料涂布于基布载体上后进行交联反应，反应结束后进行冻干操作，即得到

保质型清洁面膜，

[0006] 作为优选：活性成分选自在潮湿环境下易变质、失效的功效物质，如多肽类成分，

酚类成分，皂苷类成分等，

[0007] 温敏性单体选自N‑异丙基丙烯酰胺、N‑异丙基甲基丙烯酰胺、2‑甲基‑2‑丙烯酸‑

2‑(2‑甲氧基乙氧基)乙酯、甲氧基聚乙二醇甲基丙烯酸酯、丙烯酸羟丙酯中的一种或几种，

[0008] 交联剂选自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聚乙二醇二丙烯酸

酯中的一种或几种，

[0009] 作为优选：分散溶剂选自甘油、油醇，辛酸/癸酸甘油三酯、聚甘油‑10甘油酯、聚甘

油‑10‑硬脂酸酯、聚山梨醇酯80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0] 按重量份数计算，活性成分、温敏性单体、交联剂、引发剂、分散溶剂的投加比例为

1～20：50～100：2～10：0.5～1：5～120，

[0011] 作为优选：将包括活性成分、温敏性单体、交联剂、引发剂于分散溶剂中混合充分、

将涂布料涂布于基布载体上并发生交联反应，均在保护气氛下进行，

[0012] 交联反应为，将涂有涂布料的基布载体置于60℃～80℃的热环境下保持1～24小

时，

[0013] 冻干操作为，将交联反应后的基布载体转移至―70℃～5℃的环境下冷冻充分后，

在负压条件下进行升温处理，具体为，冷冻充分后，先在真空度(绝对真空度，下同)为1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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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Pa的条件下，升温至比冷冻温度高出10℃～20℃后保持1～4小时，保持真空度不变，继

续升温50℃～75℃后保持1～4小时，

[0014] 使用时向保质型清洁面膜上加水。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6] 将温敏性水凝胶作为面膜的功能成分之一，水凝胶具有良好的保水能力，并且本

方案中选用具有温敏功能的水凝胶，在与活性成分混合在一起的情况下，温敏水凝胶交联

制备完成后经过冻干处理，主要是为了，在冻干过程中伴随着温度回升至常温，温敏水凝胶

于分散溶剂中发生一定程度的收缩，使功能层体系中一部分原本能顺利接触到外界的活性

成分被包在或者说更进一步地限制在了水凝胶内，即减少了外部空气对这部分活性成分的

接触影响，也就更有利于避免这部分活性成分受潮、变质，有利于长期保存，

[0017] 虽然温敏性水凝胶在作为给药载体的时候，在其受热收缩时更多是将原本分散在

水凝胶体系中的药物活性成分挤出、实现释药。但是本方案中，温敏水凝胶中所含的不是水

溶液，而是在常温下粘度(沸点)明显比水溶液要大的有机混合体系，并且其所经历的升温

过程也不是一般意义的受热，而是冻干操作中由冷冻状态升温至常温的过程。在冻干的升

温阶段，有很大一部分该有机混合物在由固态转化为液态的过程中，由于粘度大，还没来得

及排出水凝胶中的容纳结构，就被水凝胶包裹、限制住了，从而实现隔离保护。

[0018] 使用过程中再向面膜的功能层中加水，并将面膜敷在皮肤上，虽然人体皮肤散发

一定的热量有可能导致面膜温度略高于常温而使其中的温敏水凝胶发生进一步收缩，但是

水凝胶自身分子结构上本身含有大量的亲水基团，之前面膜为无水状态，此时一旦有水介

入后，水依然能顺利进入到水凝胶中使水凝胶大幅溶胀，不仅没有受皮肤温度的影响，水凝

胶还会通过溶胀行为将限制在其中的那部分活性成分重新释放，总体上不会影响皮肤对活

性成分的吸收。

[0019] 本方案中选择的分散溶剂为具有肤感剂功能的有机物，不仅起到溶剂的作用，(由

于这些溶剂物质沸点较高，冻干操作基本不会减少其在面膜中的含量)面膜制备完成后留

在面膜上可直接作为肤感剂使用。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对实施例1制备的面膜进行成分分析时的液相色谱，其中，谱线1为实施例1

的试样被检测到的谱线，谱线2代表矢车菊素‑3‑O‑葡萄糖苷的对照样，谱线3代表不含糖苷

的矢车菊素的对照样。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花青素作为皮肤营养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消除自由基的作用，还能够恢复胶原

蛋白活力，增强血管弹性、改善循环系统，使皮肤平滑而富有弹性、防止皮肤皱纹生成，但同

时又很容易受到环境影响而氧化失效。因此本申请各实施例中，以含有花青素的欧洲越橘

提取物作为活性成分来制备面膜的功能层，从而比较不同冻干工艺下的凝胶体对花青素的

保护程度。

[0022] 以下的欧洲越橘提取物均为，将欧洲越橘果实加入乙醇的水溶液中进行常温超声

提取，提取结束后过滤并保留滤液，将滤液经过大孔吸附树脂柱吸附后，经过洗脱并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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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欧洲越橘果实提取物。

[0023] 实施例1

[0024] 按重量份数计算，将6份的欧洲越橘提取物、58份的2‑甲基‑2‑丙烯酸‑2‑(2‑甲氧

基乙氧基)乙酯、7份的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0.5份的偶氮二异丁腈、12份的甘油、10份的

油醇、8份的聚甘油‑10‑硬脂酸酯于37℃左右混合充分作为涂布料，将所得的涂布料均匀刷

涂于无纺布的其中一个布面上，平均涂布量为15g/m2，将涂布好的无纺布转移至70℃的烘

箱中保持8小时，随炉冷却后(组分混合、涂布、涂布后的烘箱加热交联均在氮气气氛中进

行)，将该无纺布转移至真空冷冻干燥机中，先于常压―45℃下冷冻2小时，再将冷冻干燥机

中的真空度调整为50Pa、温度升至―25℃下保持4小时，然后保持冷冻干燥机中的真空度不

变、温度升至30℃保持1小时，即得到保质型清洁面膜。

[0025] 实施例2

[0026] 按重量份数计算，将4份的欧洲越橘提取物、16份的N‑异丙基甲基丙烯酰胺、35份

的甲氧基聚乙二醇甲基丙烯酸酯、3.5份的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0.8份的偶氮二异丁

腈、15份的辛酸/癸酸甘油三酯、10份的聚山梨醇酯80于40℃左右混合充分作为涂布料，将

所得的涂布料均匀刷涂于无纺布的其中一个布面上，平均涂布量为12g/m2，将涂布好的无

纺布转移至65℃的烘箱中保持9.5小时，随炉冷却后(组分混合、涂布、涂布后的烘箱加热交

联均在氮气气氛中进行)，将该无纺布转移至真空冷冻干燥机中，先于常压―60℃下冷冻2

小时，再将冷冻干燥机中的真空度调整为10Pa、温度升至―32℃下保持2小时，然后保持冷

冻干燥机中的真空度不变、温度升至25℃保持2小时，即得到保质型清洁面膜。

[0027] 实施例3

[0028] 按重量份数计算，将13份的欧洲越橘提取物、70份的2‑甲基‑2‑丙烯酸‑2‑(2‑甲氧

基乙氧基)乙酯、18份的丙烯酸羟丙酯、6份的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0.5份的偶氮二异丁

腈、20份的油醇、15份的辛酸/癸酸甘油三酯于35℃左右混合充分作为涂布料，将所得的涂

布料均匀刷涂于无纺布的其中一个布面上，平均涂布量为15g/m2，将涂布好的无纺布转移

至65℃的烘箱中保持8小时，随炉冷却后(组分混合、涂布、涂布后的烘箱加热交联均在氮气

气氛中进行)，将该无纺布转移至真空冷冻干燥机中，先于常压―50℃下冷冻4小时，再将冷

冻干燥机中的真空度调整为5Pa、温度升至―25℃下保持2小时，然后保持冷冻干燥机中的

真空度不变、温度升至25℃保持2小时，即得到保质型清洁面膜。

[0029] 对比实施例1

[0030] 相比于实施例1，仅仅是将混合后的涂布料先进行冻干操作后，再进行加热交联：

[0031] 按重量份数计算，将6份的欧洲越橘提取物、58份的2‑甲基‑2‑丙烯酸‑2‑(2‑甲氧

基乙氧基)乙酯、7份的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0.5份的偶氮二异丁腈、12份的甘油、10份的

油醇、8份的聚甘油‑10‑硬脂酸酯于37℃左右混合充分作为涂布料，将所得的涂布料(包括

后续涂布所要用到的无纺布分别)于真空冷冻干燥机中，先于常压―45℃下冷冻2小时，再

将冷冻干燥机中的真空度调整为50Pa、温度升至―25℃下保持4小时，然后保持冷冻干燥机

中的真空度不变、温度升至30℃保持1小时，恢复常压后取出涂布料，并均匀刷涂于无纺布

的其中一个布面上，平均涂布量为15g/m2，将涂布好的无纺布转移至70℃的烘箱中保持8小

时，随炉冷却后(组分混合、涂布、涂布后的烘箱加热交联均在氮气气氛中进行)，即得到保

质型清洁面膜。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15068350 A

5



[0032] 对比实施例2

[0033] 相比于实施例2，仅仅是将混合后的涂布料先进行冻干操作后，再进行加热交联：

[0034] 按重量份数计算，将4份的欧洲越橘提取物、16份的N‑异丙基甲基丙烯酰胺、35份

的甲氧基聚乙二醇甲基丙烯酸酯、3.5份的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0.8份的偶氮二异丁

腈、15份的辛酸/癸酸甘油三酯、10份的聚山梨醇酯80于40℃左右混合充分作为涂布料，将

所得的涂布料(包括后续涂布所要用到的无纺布分别)于真空冷冻干燥机中，先于常压―60

℃下冷冻2小时，再将冷冻干燥机中的真空度调整为10Pa、温度升至―32℃下保持2小时，然

后保持冷冻干燥机中的真空度不变、温度升至25℃保持2小时，恢复常压后取出涂布料，并

均匀刷涂于无纺布的其中一个布面上，平均涂布量为12g/m2，将涂布好的无纺布转移至65

℃的烘箱中保持9.5小时，随炉冷却后(组分混合、涂布、涂布后的烘箱加热交联均在氮气气

氛中进行)，即得到保质型清洁面膜。

[0035] 对比实施例3

[0036] 相比于实施例3，仅仅是将混合后的涂布料先进行冻干操作后，再进行加热交联：

[0037] 按重量份数计算，将13份的欧洲越橘提取物、70份的2‑甲基‑2‑丙烯酸‑2‑(2‑甲氧

基乙氧基)乙酯、18份的丙烯酸羟丙酯、6份的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0.5份的偶氮二异丁

腈、20份的油醇、15份的辛酸/癸酸甘油三酯于35℃左右混合充分作为涂布料，将所得的涂

布料(包括后续涂布所要用到的无纺布分别)于真空冷冻干燥机中，先于常压―50℃下冷冻

4小时，再将冷冻干燥机中的真空度调整为5Pa、温度升至―25℃下保持2小时，然后保持冷

冻干燥机中的真空度不变、温度升至25℃保持2小时，恢复常压后取出涂布料，并均匀刷涂

于无纺布的其中一个布面上，平均涂布量为15g/m2，将涂布好的无纺布转移至65℃的烘箱

中保持8小时，随炉冷却后(组分混合、涂布、涂布后的烘箱加热交联均在氮气气氛中进行)，

即得到保质型清洁面膜。

[0038] 将以上各实施例、对比实施例中制备的清洁面膜，功能层一面朝上地暴露于空气

环境中(常温25℃(下同)、常压的空置房间内)4日(96小时)后，分别从各清洁面膜上剪下

1cm×1cm的尺寸作为试样，为了尽量使该试样上的花青素脱离无纺布，将各个试样分别加

入到10mL乙醇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7：3的均匀混合溶剂中并搅拌充分，使试样上的功能

层脱离无纺布并分散溶解在该混合溶剂中，过滤，保留滤液，并将过滤出来的无纺布再次加

入到10mL乙醇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7：3的均匀混合溶剂中并搅拌充分，过滤出无纺布后，

合并两次滤液，离心，取上清液并过0.22μm滤膜，即得试样溶液，

[0039] 取10ul的试样溶液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中进行检测，记录在535nm波长处的色谱

图，从而基于试样溶液和对照样溶液中目标成分的峰面积，通过相应的计算机程序运算，即

得出产品中保留下来的花青素(从附图1中来看，主要以矢车菊素‑3‑O‑葡萄糖苷为例)的含

量(花青素与功能层整体的重量比)，如下表1所示：

[0040] 表1

[0041] 实施例1 1.28％

实施例2 1.15％

实施例3 2.17％

对比实施例1 0.91％

对比实施例2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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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实施例3 1.44％

[0042] 数据分析：虽然以上各实施例和对比实施例中均存在冻干操作，但对比例中先进

行冻干，类似于直接对原料混合物进行的冻干处理，其中，冷冻阶段结束后物料温度上升

时，体系中的温敏单体之间尚未有效地交联到一起形成温敏水凝胶体系，因此无法同实施

例1至3中那样，借助冻干后期温度的上升，使水凝胶体系收缩从而将一部分活性成分限制

进去形成一定的封锁和保护，因此导致产品在经过暴露实验后，相比于各实施例，体系中有

更多的活性成分受到空气环境的影响而变质。

[0043] 于上述经过暴露实验后的实施例1至3的各清洁面膜上，再分别剪下10cm×10cm的

尺寸作为试样，将各个试样分别加入(浸没)到25mL去离子水中常温下静置浸润20分钟后，

再向其中加入25mL乙醇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9：1的均匀混合溶剂，静置5分钟后过滤出无

纺布，将过滤后的滤液离心，取上清液并过0.22μm滤膜，即得试样溶液，按照上述同样的液

相色谱法得出滤液中所溶出的花青素与功能层整体的重量比(溶出含量)，如下表2所示：

[0044] 表2

[0045] 实施例1 1.03％

实施例2 0.88％

实施例3 1.76％

[0046] 表2中各溶出含量分别对应于表1中相应固有含量的比重都保持在较高百分比，都

在70％～80％这样，符合面膜正常的溶出范围，可见，在静态条件下，活性成分依然可以顺

利溶出被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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