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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将从凤仙花中提取得到的天然花色素充当显色剂，用于制作指甲油。方法　从凤仙花有效部位中提取色素，配
以一定的辅助剂，寻找各成分之间的最佳比例并制成指甲油。结果　当各成分组成为凤仙花色素干燥粉末４％，ＰＵ树脂
９１％，水性润湿剂０．４％，去离子水２％，水性流平剂０．４％，水性消泡剂０．２％，成膜助剂２％时，得到的指甲油最为理想。结
论　初步得到了较为理想的指甲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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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仙花（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Ｌ．），记载于《本草
纲目》［１］，又名指甲花，为凤仙花科（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凤仙
花属（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ｃｅａｅ）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中国、
印度和马来西亚，其全草、种子（急性子）、茎（透骨

草）、叶、花、根、果皮均可入药，有祛风、活血、消肿、

止痛之功效［２］。凤仙花除可入药外，还可作为化妆

品来使用。旧时，江淮、江南一带，女子们常用其染

指甲［３］。在当时，夏夜，女子们拔凤仙花全株，洗

净，加白矾少许一起捣成糊状，睡前涂抹在指甲上，

用麻叶包住，线绳缠紧，过一夜指甲即被附上颜色，

且持续时间长，不易脱色。在现代，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接触并使用指甲油。曾有文献提到有很多女

大学生曾使用过指甲油，且部分学生经常使用，造

成了指甲的损伤［４］。不难看出由于指甲油的使用

频率高，周期长，因此它必须具备较高的安全性［５］。

据研究分析，现代指甲油中含苯系物、卤代烃、有机

挥发物、邻苯二甲酸酯类、重金属等有害物质，频繁

使用会对人体产生极大的危害，不利于女性的身体

健康［６８］，而古代使用的凤仙花指甲油纯天然无害。

因此，笔者通过对凤仙花提取物用于指甲油的研

究，旨在研制出具有比普通指甲油更高安全性的相

对健康环保的水性指甲油［９］，为女性的健康提供进

一步保障。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凤仙花（亳州市售），盐酸（上海振企化
学试剂有限公司），７０％乙醇（上海苏懿有限公司），
Ｄ１０１大孔树脂（合肥盛达仪器经营部），水性指甲
油ＰＵ树脂 Ｊ５１１Ｙ（安庆市德成化工有限公司），高
效润湿剂［道硅材料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水性流

平剂（合肥新万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水性消泡剂

（合肥新万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膜助剂［道硅

材料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去离子水。

１．２　仪器　抽滤装置，ＲＥ５２Ａ型旋转蒸发器（上
海亚荣生化仪器厂），恒温水浴锅，ＤＨＧ９１４０型电
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市三发科学仪器有限公

司），大孔树脂柱，酒精计等。

１．３　凤仙花色素的提取　取干燥的凤仙花全株
２５０ｇ，７０％乙醇 （ｐＨ≈４）冷浸２４ｈ，过滤，取滤液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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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方案中不同成分所占的比例／％

方案 色素 ＰＵ树脂 润湿剂 去离子水 流平剂 消泡剂 成膜助剂

方案１ ５．０ ９１．０ ０．５ ２．０ ０．０ ０．０ １．５

方案２ ３．０ ９３．７ ０．２ １．５ ０．０ ０．１ １．５

方案３ ５．０ ９０．０ ０．３ ２．０ ０．５ ０．２ ２．０

方案４ ４．０ ９１．０ ０．４ ２．０ ０．４ ０．２ ２．０

空抽滤３次，合并滤液，浓缩至无醇味。浓缩液加
７０％乙醇稀释３～４倍，４℃下封存２４ｈ后，进行水
提醇沉，过滤，滤液浓缩至无醇味。浓缩液加水稀

释至１０００ｍＬ，每次取２００ｍＬ稀释液以１８ｃｍ３·
ｍｉｎ－１的速度过 Ｄ１０１大孔树脂柱，色素吸附完全
后，依次用３０％乙醇与５０％乙醇解吸，至大孔树脂
无颜色，同法重复操作 ５次，合并解吸液，浓缩干
燥，得凤仙花色素干燥粉末。

１．４　指甲油制作　取凤仙花色素干燥粉末４０ｍｇ，
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按照不同比例依次加入水性

指甲油ＰＵ树脂Ｊ５１１Ｙ、高效润湿剂、去离子水、水性
流平剂、水性消泡剂和成膜助剂，见表１；比较各组指
甲油成膜时间、颜色、光泽度、附着性的差异，见表２。

表２　不同配比得到的指甲油对成膜时间、
颜色、光泽度及附着性的影响

方案 成膜时间 颜色 光泽度 附着性

方案１ 过长 深棕色 差 差，易被水洗掉

方案２ １１ｍｉｎ左右 咖啡色 一般 一般

方案３ ９ｍｉｎ左右 红褐色 一般 佳

方案４ ８ｍｉｎ左右 淡黄色 一般 佳

２　结果
方案１得到的指甲油成膜颜色为深棕色，但成

膜时间过长，光泽度不佳，附着性差，易被水洗掉。

方案２得到的指甲油成膜颜色为咖啡色，１１ｍｉｎ左
右成膜，光泽度、附着性一般。方案３得到的指甲
油成膜颜色为红褐色，９ｍｉｎ左右成膜，光泽度一
般，附着性佳。方案４得到的指甲油成膜颜色为淡
黄色，８ｍｉｎ左右成膜，光泽度一般，附着性佳。

经研究发现凤仙花指甲油的成膜时间、光泽

度、附着性随水性流平剂、水性消泡剂、成膜助剂等

的配比不同有较大差异，根据以上４个方案的对比
结果，可发现方案４得到的凤仙花指甲油的效果最
佳。但是方案４得到的凤仙花指甲油呈色结果并
不太理想，光泽度也不佳，因此笔者考虑可加入适

量的珍珠粉或者是其他可增加光泽度的成分对其

进行提亮。在附着力方面，方案３与方案４较方案
１、２效果佳，但仍未达到理想状态，未能使其附着时

间长达１周甚至是更久，因此可加入适量的附着力
促进剂来增加其附着性。另外不同方案中的指甲

油颜色虽有差异，但在成膜实验中发现，指甲油成

膜颜色相差不大，分析其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是

不同比例的色素对凤仙花指甲油成膜颜色的影响

不大；第二是高效润湿剂本身带有黄色，在成膜时

掩盖了部分其他色素颜色。所以若要明显改变指

甲油成膜颜色，除更换无色的水性润湿剂的方法以

外，还可考虑适当调节色素的比例，这些都有待进

一步研究。

因此，当凤仙花色素各成分以干燥粉末∶水性指
甲油ＰＵ树脂Ｊ５１１Ｙ∶高效润湿剂∶去离子水∶水性流
平剂∶水性消泡剂∶成膜助剂＝４．０∶９１．０∶０．４∶２．０∶０．４∶
０．２∶２．０为配比时，得到的指甲油最为理想。
３　讨论

凤仙花染甲具有长久的历史。宋代周密撰写

的《癸辛杂识续集》中已载用凤仙花染指甲之

法［１０］。凤仙花于夏初至秋天连续盛开，此为染指的

最佳时机。但古时皆是直接用凤仙花裹于指甲上，

用凤仙花汁液将指甲润湿，进行染色。此法虽为安

全但耗时较长，且较为繁琐。随着现代工艺的发

展，指甲油的制作愈加的多元化。笔者在传统与现

代工艺结合下，使用化学方法提取出凤仙花中的色

素，而后利用目前水性指甲油的制作方法，制成凤

仙花指甲油。通过该方法制成的指甲油具有色泽

佳、成膜效果好等优点，相信会逐渐被人们认可与

接受。另外，在指甲油的制作时发现温度对指甲油

的成膜时间影响较大，控制适宜的温度能够促进成

膜。因此笔者认为对其质量可靠性考察时应注意

温度的控制。对于成膜时间较长、成膜颜色单一这

些缺点，还有待通过不断的试验来进一步改进。同

时，笔者会继续探索从而研制出质量更佳的凤仙花

指甲油，以供人们选择。

参考文献

［１］　赵国平，戴慎，陈仁寿．中药大辞典［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８８．

［２］　鞠培俊，孔德云，李晓波．凤仙花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

展［Ｊ］．沈阳药科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４（５）：３２０３２４．

·７３·安 徽 医 药　Ａｎｈｕ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７Ｊａｎ，２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