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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藥理大學，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在染髮產品中經常使用到的 p-phenylenediamine 成分，約有 0.5-5.3%的民眾曾引起

過敏反應。此外，研究指出化學性的氧化染髮成分，可能會對動物有導致突變及致癌的

風險。天然植物染成分，如茜草、指甲花、何首烏等植物染料，具有低過敏性與高安全

性的特性，茜草主要成分為茜素，呈現的顏色為紅褐色，天然無毒，對皮膚無過敏和致

癌性，天然染料的色澤柔和，有著良好環境相容性且生產成本低。此外，茜草根所含的

環己肽類化合物，經動物實驗發現具有抗癌活性。不過茜草直接使用在染髮上，染色堅

牢度並不高。 

高分子原料在化粧品配方中可作為增黏劑、保護劑、調理劑與造型固定劑等多方面

的用途。本研究探討添加不同高分子原料於茜草萃取液中，進行真髮髮片的染色，並由

色差儀與數位光學顯微鏡觀察實驗前、後，髮片的染色色差與髮質受損評估。由實驗結

果顯示：以 Dimethicone 為染色助劑，染色前後真髮髮片色差值可達到 28.1，是第六級

極大色差。期望藉由此研究成果，未來能開發出在洗、護髮的同時，可達到兼具染色及

修復髮質之化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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