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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介绍中药美容保健品研究与开发的专
著。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药美容保健品的
定义、特点、作用、分类、研究方法与思路，简要介绍了历代主
要美容保健医籍或本草著作概貌，皮肤老化和影响美容的常见皮
肤病，并根据中药美容保健食品和新药的开发研究与申报要求，
详细地介绍了中药美容保健品的文献、剂型、化学成分、药理、
临床等项目的技术方法，附有实例，便于读者掌握运用。下篇详
细介绍了100多种历代公认的美容保健中药和美容保健食物，每
个药物项下就其来源、性味、归经、功效、主治、本草摘要、化
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评价作了具体介绍，并收载了
160余首疗效肯定、简便实用的美容名方，旨在为广大科技人员
开发研究以及广大美容爱好者使用。附录中收载了国家卫生部有
关中药新药及保健食品申报资料规定的重要文件。本书内容新
颖，实用性强，可作为医药科研工作者、新药研究人员、大专院
校师生、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专业人员以及药厂、保健食品厂
和化妆品行业科技人员的主要参考书，又可供一般人美容养生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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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勤 男，1958年4月生，博士生，
助理研究员，中国药学会会员、中国中医
药学会会员。自1981年参加工作以来，在
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54篇，
参加国家级和国际级学术会议十余次。并
多次获得优秀论文奖。1989年完成安徽省
卫生厅科研题“多功能镇痛器的研制及临
床应用”（为第二作者），获省卫生厅科研成
果二等奖，并于1989年荣获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证书（专利号CN89217515），1991年7
月在安徽省第二届发明展览会上荣获铜
奖。1989年被邀请为中国中医研究院主持
的科研题《中医药突破预测研究》咨询专
家。主编国内第一部抗衰老研究专著《抗
衰老研究实验方法》（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9996年2月出版）。1995年担任国家医药
局新药管理中心资助项目“抗痴呆新药智
力王”的课题组组长。主持研究的三类新
药“脑忆清胶囊”目前已完成临床前的研
究工作并着手上报，已有两个四类新药目
前已通过省级专家评审并上报卫生部。
1995～1997年还完成了两个保健食品的研
制开发工作。专业特长：药理、制剂及质
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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