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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 

9 号染色体内的克制皱纹 UGCG 基因，判断女人

的美与丑。 

 

 

试验执行专家：清雪喜多教授。 

31 August 1922 Tokyo – 17 July 2006 

出生于日本东京，并在 1974 年获得东京大学药物科学学院的药剂学学士学位。

在 1980 年从东京大学荣获药剂学博士学位。从 1987 年至 1988 年，他是伊利诺

伊大学，来访的科学家。从 1991 年至 1998 年，他曾是东京大学医学科学研究

所的副教授。 

 

简介： 

人类基因的 9 号染色体神经酰胺，自然生产于皮肤里

( skin ceramide )。其产量有赖于 UGCG 基因。它克制

皱纹的形成，促进纹理化和强化肌肤的水分。 

UGCG 是由人体第 9 号染色体内的 UGCG 基因所分泌

的遗传基因蛋白，由 853 个氨基酸分子组成，属于“钾

依赖型钠/钙交换蛋白” 家族，多项临床研究显示，

http://en.wikipedia.org/wiki/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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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CG 基因的活动量和肌肤老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UGCG 基因活动量偏低，被认为是造成皮肤退化，老

化和干燥的关键因素。 

 

9 号染色体是在人类基因中 23 对染色体中的其中一个。人们通常有这两个副本。 

在 1975 年，创办人清雪喜多教授与已故永松昂先生，

益力多的创始人在冈山桃园中第一次会面。 

在幼年时期就失去了他的父母，创办人清雪喜多教授深

切地感觉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并认为这是他

一生的使命。 

与已故永松昂先生的相遇是美好奇迹的开始。清雪喜多

教授采纳了永松昂先生的的建议，探讨莫莫（桃）的

“内在美”。从这里开始，清雪喜多教授开始研究和发

现了桃神经酰胺的相似性与其宏伟的价值。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hromosome_9.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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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的春天，清雪喜多教授切取冈山县桃.他意识到

心脏形状的莫莫包含微红血管样的结构有助于输送养分

到种子和整个果实，作为新植物细胞的开始。进一步，

清雪喜多教授成功从桃血管提取出的神经酰胺干细胞，

标志着应用桃在保健工程上的开始。 

 

在 1980 年，清雪喜多教授承尝试使用桃酰胺干细胞注

入青柠檬（柑橘红椎）树里。它呈现了令人惊讶的结

果，那棵青柠檬的下一个生产显示出水含量增加，并具

有光滑表面的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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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显示出桃神经酰胺可抚平外肤皱纹的潜力，理

论上，能够通过治疗这类的基因激发素，令人体的 UGCG

基因活动起来，而达到永久美肤的疗效。 

临床观察显示，通过专利生物科学技术改良的桃神经酰

胺干细胞溶液只对皮层角质细胞产生激发和审美作用而

不会影响到其他器官。 

清雪喜多教授被授予 1996年朝日奖和 1998年日本学士

院的帝国奖(恩賜賞・日本学士院賞)。 

由清雪喜多教授所率领的东京大学生物物理学院

遗传基因医学团队经过5年的研究和改良后，终于成功

研究出生化路径可以控制 和 激 发 UGCG 基 因 ，

在实验中证实能够达到永久美肤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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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番改良和研究，进一步确保临床安全性后，我们

终于在 2001年中旬展开了全球首创的基因美肤疗法临

床试验，将这突破性的配方应用在人类受试者身上。 

 

研究详情： 

皮肤健康的桃神经酰胺 

（ 2009 至 2014 -由清雪喜多教授进行临床实验。） 

共有 2000 名各种族群的受试者参与此项为期 8 周的研

究。两组年龄介于 25-40 岁和 40-55 岁，每组受试者

男女各 500 人。所有不同肤质的受试者隔日治疗 5000

毫克的桃神经酰胺干细胞溶液。 25-40 岁组隔日治疗

一个月后，相隔一个月后再继续治疗一个月。40-55 岁

组连续治疗两个月。  

研究结果： 

25-40 岁组在三个月后，皮肤依然保持红润有光泽。肌

肤水合电评估显示健康水平。皮肤也开始变得略微白皙

和润滑。前后的比较显示出的平均改善程度介于 35-

70%。 

皮肤素质较低的 40-55 岁组受试者，在连续治疗 15次

后，已经取得非常理想的皮肤光泽，皮肤有显著的软

化。连续治疗两个月后，明显可见到全身 95%的皮肤范

围滋润软化。美肤过程由头部开始扩散到脸部， 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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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延伸到颈部，并持续扩散到全身皮肤。肌肤水合电评

估显示 95％的改善。 

隔日 5000 毫克 ->25-40 岁 ->一个月后，改善 35％滋

润肌肤。完成整个疗程后 ->改善了 70%的皮肤光泽。 

隔日 5000 毫克->40-55 岁 ->95％改善软化肌肤，还原

青春与活力肌肤。 

 

结论： 

腾丽生物医药唯一与日本专家研发，并全球代理的桃神

经酰胺干细胞溶液，在化学上与人肌肤的神经酰胺相

同，还原因年龄增长而自然下降的皮肤神经酰胺。 

健康和青春的肌肤有赖于皮肤角质细胞的保湿功能。

桃神经酰胺成功保持肌肤原有的素质，取得前所未有，

符合高疗效和安全性的美肤疗法。所有受试者在完成治

疗后持续接受 6 个月的观察，证实所有器官功能并没受

到有关治疗的影响，而且肌肤依然年轻和有弹性。 

临床试验证明：一种新的，高度集中，富含营养配方的

桃神经酰胺被吸收到肌肤角质细胞的代谢上。消除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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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脱落，瘙痒的皮肤。产生水合作用，弹性和健康，

显着改善 70-95％的肌肤。 

最难能可贵的是，向来被视为不可能的事情，在我们的

努力下成为事实，令肌肤干燥有皱纹的人，获得奇迹般

的美丽肌肤。在 2009 年成功研发后，腾丽生物医药终

于在 2015 年将它推出市场。以下是其中几位接受桃神

经酰胺干细胞溶液后的各族受试者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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