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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课程的背景、教学目的、主要内容等，不少于 600 字，）： 
 

课程背景：纳米技术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其在化妆品领域亦是如此，将为化妆制

品带来标新立异的变化，并推动这一行业的飞速发展。了解相关的高端技术原理以

及实例应用，掌握化妆品行业的政策法规，能帮助未来有志从事相关行业的学生打

下较好的理论基础。同时本课程以理论讲授为主线，实践项目为辅线，综合应用为

贯通，美育精神为核心,面向文理不同专业的学生开设,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劳动的现

象与本质,真正领悟科技提升美，懂得劳动创造美。  

 

教学目的与思政建设：立足本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围绕课程培养目标，结合健康中

国战略，根据中国传统药用植物资源的发现、开发、保护和再生，深入挖掘教学内

容、学科前沿和产品实践中蕴含的科学精神，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我国传统植物配

方在国际化妆品行业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以及社会责任感和

使命感。同时在课程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德育、智育、体育、劳育

相融合,实现知行合一,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药学背景

的各专业学生,可为他们走入职场顺利就业奠定基础,为攻读研究生继续深造培养科

学素养，进而成长为合格的新时代高素质的医药工作者。 

 

主要内容： 

理论部分：本课程重点介绍纳米技术在化妆品中的应用以及安全评估的相关法规和

现状，理论讲授内容主要包括：多种新型载体系统，如纳米脂质体、纳米乳液、无

机材料纳米载体等以及相关上市化妆品的技术实例分析和功效研究，尤其关注具有

特殊功效的新型活性成分在高端化妆品中的应用；《欧盟化妆品法规》以及我国的《化

妆品新原料注册和备案资料规范》，对纳米原料的制备工艺、质量控制标准、安全评

价资料等提出的特殊要求。 

 

实践部分： 

本课程同时安排了两次实践内容，分别是： 

1. 一种玻尿酸纳米乳的制备 



玻尿酸又称透明质酸，应用于化妆品中，可保持皮肤滋润光滑、细腻柔嫩、富有弹
性，具有防皱、抗皱、美容保健和恢复皮肤生理功能的作用，是近年来一线药妆品
的明星成分。纳米乳液，是由水、油、表面活性剂和助表面活性剂等自发形成的热
力学稳定、各向同性，透明或半透明的均相分散体系，具有许多其它制剂无可比拟
的优点：①为各向同性的透明液体，属热力学稳定系统；②工艺简单，制备过程不
需特殊设备，可自发形成，纳米乳粒径一般为 1～100 nm；③黏度低，可减少注射
时的疼痛；④具有缓释和靶向作用；⑤提高药物的溶解度，减少药物在体内的酶解，
可形成对药物的保护作用并提高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因
此纳米乳作为一种药物载体受到广泛的关注。本实践项目，旨在引导学生将通过合
理的配方设计，尝试利用机械法制备一种水包油型玻尿酸纳米乳，并对其进行基本
的性能表征。 

 

2. 火龙果红色素提取及纳米口红制备技术与实践 
口红应该是所有美妆产品中 受女生欢迎的美容工具。口红的成分比较丰富,每一类
成分都有不同的功效和作用。众所周知，选用不掉色的口红，可保持妆色持久，但
同时带来了卸妆难的问题。即使用卸妆液卸妆，还会有很多色料附着在嘴唇上，长
此以往大大增加化学品体内蓄积。有特定场合下，仅需使用几个小时口红，比如表
演，主持，或者参加会议等，这时迅速卸妆或及时更换口红极为困难。因此制备一
款可擦拭的纳米口红，解决口红在卸妆时带来的色料残留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
实践项目，通过对新鲜火龙果汁液进行浓缩处理，以替代其他合成染料和着色剂；
配合蜡质、油脂等食品级添加剂，引入关键绿色环保型纳米纤维素成份，指导学生
制备一种可随时擦拭卸妆，并且可彻底清洁的天然纳米口红。 
 

本课程适用于所有对化妆品感兴趣的学生，不限专业；尤其适用于新型医药材料、

化妆品开发、药物制剂、制药工程等专业的学生。 
 

讲授提纲（每一章节的名称） 

 



 
考核方式或评分标准（笔试、论文、实际操作考察等）： 
平时：20%（签到+理论基础认知） 
期中：40%（实践项目一操作成绩 50%＋包装设计成绩 50%） 
期中：40%（实践项目二操作 50%＋包装设计成绩 50%） 

 

 
任课教师简介（不少于 50 字）： 
主讲教师一： 
王越，女，教授，博导。日本大阪药科大学博士，南京大学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博士后，美国密歇根大学访问学者。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江
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国家留学基金委评审专家，江苏省科技评审
专家，中国药科大学理学院医药生物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主持国家及省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项，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择优项目一项，中央高校基本业务专项
基金重点项目一项，“天然药物活性组分与药效”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项目一项，配
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一项，重大校企合作项目两项，其他类产学研究合
作项目数项。主要研究方向为：抗肿瘤纳米药物及医用生物先进材料的开发与应用。
共发表 SCI 论文 60 余篇，申请专利数十项。 
 
主讲教师二： 
叶宝芬，女，副教授，硕导。2013 年博士毕业于东南大学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近年来主要从事新型微纳递送载体和生物药物质量控制方面的研究，相关研究
工作已在 SCI 期刊 J. Mater. Chem.、Nanoscale、Chem. Commun.和 Adv. Mater.等杂
志上发表。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十余篇，同时申请国内专利多项，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各一项。 
 
主讲教师三： 
郝利君，女，高级实验师，中国药科大学分析化学硕士。主讲《分析化学实验》（现
更名为《基础化学二实验》）、《仪器分析实验》、《药学服务理论与实物》等课程，是
多项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建设项目的负责人。主要从事中药活性成分开发及应用，作
为主要参与人，参加国家和省部级以上课题 5 项，获得省级以上教学奖 4 项，校级
教学奖 5 项，主持其他教改课题 8 项。近 5 年来发表学术论文 4 篇，申请专利 3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