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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編號: 

INCI Nomenclature: 

INCI 狀態:  

建議用量: 

建議應用: 

 
20450PF 

Saccharomyces/Capsicum Annuum Fruit Ferment 

Filtrate 允許 

0.5 - 15% 

膠原蛋白合成、增加循環、抗刺激 

 

紅辣椒(Capsicum annuum) 已用於各種醫療應用中，其範圍包括消化劑到鎮痛劑等，種植此植物的果

實已有七千多年的歷史，在營養和經濟方面都具有廣泛的重要性。 

 
辣椒素因其在辣椒中的含量而廣為人知，是一種食用辣椒時引起灼熱感的活性物質，雖然辣椒素可作為

治療與關節炎相關的疼痛和炎症，但通常會伴隨著紅腫症狀，辣椒素在減輕疼痛方面的作用很複雜，而

從另一方面來說，辣椒素具有與類香草素受體 (VR-1) 結合的能力，VR-1可作為有害刺激的多元整合

器，各種脂氧合酶產品以及一些更常見的植物化學物質(如丁香油酚、薑油酮、香草醛、大麻素等)共有

的能力，VR-1為透過調節細胞鈣含量而作用的瞬時受體電位屬(TRP)的一員。 

 
辣椒素已被證實能在許多類型的癌細胞中誘導其細胞凋亡，

這被認為是由於活性氧種類的局部增加，這只是關於辣椒 

活性的一部分敘述，因為很明顯的植物的果實中還存在 

著其他可以調動免疫功能的成分，也許更重要的活性是 

辣椒素抑制血管的生成，而有趣的是會造成紅腫的產品 

能抑制血管生成，在局部應用中產生的紅斑無疑是因為  

ROS含量升高的結果，而不是血液循環增加的直接結果。 

 
但是，與大多數植物一樣，單一純化的植物化學物質的活性並 

無法完全詮釋純化程度較低的萃取物活性，而辣椒被證實含有高 

量的抗氧化劑，像是抗壞血酸和穀胱甘肽到更強大的超氧化物歧化酶

等等的抗氧化劑。 

 
亦證實透過發酵辣椒形成的產物能增加穀胱甘肽的含量，並同時刺激免疫功能，這為新產品提供了有趣

的起點， 我們該如何提供不具任何刺激性的辣椒萃取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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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用啤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發酵了浸軟的

辣椒果實(Capsicum annuum)，此方式能結合了酵母提取物的抗刺激性 

和辣椒的已知特性，然而，我們發現了一種能夠增加血液循環且不

會產生可見性紅斑的產物，由於表皮沒有血管存在，因此必須 

依靠真皮擴散養分來滋養表皮，為了擁有健康明亮的皮膚， 

擁有最佳的血液循環是最重要。 

 

使用PeriScan系統測量微血管灌流量，此系統為激光多普勒灌注成像系統，針對表層組織血液灌注進

行非侵入性成像，其報告的結果與生物控制相關，由5名年齡在32至43歲之間的女性高加索人所組成的

5人小組，並提供兩種產品進行試驗：一種為含有1%的AC DermaPeptide MicroC PF與另一種含有

3%的AC DermaPeptide MicroC PF，為確保所有測試的準確性，小組成員在測試開始前三天內不得

在測試部位使用乳液、乳霜或任何其他美容品保濕劑，測試區域為手腕到手肘之間的前臂內側區間，使

用紫色醫用記號筆和標準模板劃定了兩個2 cm * 2 cm (4cm2) 的測試部位，連續三天使用20 mg/cm2的

濃度1% 與 3%的AC DermaPeptide MicroC PF試驗產品，而結果明確的指出AC DermaPeptide 

MicroC PF顯著地增加了皮膚循環，進而改善了表皮的分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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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使用測試材料治療後的血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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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相同的5人小組，透過使用與DP-100 色彩電腦系統連接的Minolta CR-200色度計，以確認使用AC 

DermaPeptide MicroC PF是否會誘發上皮紅斑，此系統能檢測人眼無法察覺的細微顏色變化，即使在

使用1%或 3% AC DermaPeptide MicroC PF時人眼未檢測出紅斑，但使用了Minolta CR-200時則可

檢測到輕微的顏色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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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使用 AC DermaPeptide MicroC PF後，皮膚上的顏色變化. 

 

在發酵過程中發生了生物轉化，所產生的辣椒素增加了溶解度、額外的細胞代謝增加因子與抗刺激性，

而與大多數辣椒萃取物不同的是，AC DermaPeptide MicroC PF含有水溶性的功能性活性的辣椒素，

細胞新陳代謝因子對於維持皮膚明淨度和產生“健康光澤”非常重要，而膠原蛋白合成對於改善皮膚韌

性、彈性與質地相當重要，此外，膠原蛋白合成的增加等同於可改善皮膚外觀使其緊緻與柔軟。 

 
AC DermaPeptide MicroC PF 可用於多種美容品和藥妝產品，其應用範圍包含抗衰老面霜和皮膚淨化

劑到舒緩乳液和凝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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