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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对

颜值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化妆品行业得到高速发展，我

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化妆品消费市场。但是最近爆出的

“大头娃娃”抑菌霜事件，虽然涉事产品不属于化妆品，

把化妆品质量安全问题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本文将对

这两年化妆品抽样结果进行分析，以期为制定抽检计划确

定监管重点提供参考依据，为化妆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方

向和技术支撑，进而保证人民群众的用妆安全。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 2019 年 ~2021 年 2 月的化

妆品不合格抽检公告数据。

1.2 数据处理

本文利用 WPS office 对收集到的不合格抽检信息进行

统计分析。通过对不合格化妆品的生产地、品类、抽样单

位和不合格项目等数据进行整理、 汇总和多维度统计分

析，找出隐藏在数据背后影响化妆品质量安全的原因及其

分布规律。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合格化妆品生产地域分布对比分析

2019 年 ~2021 年 2 月抽检不合格的化妆品数据共计

996 批次，其中标识生产企业位于境内的 966 批次，境外

的 30 批次。国内生产企业归属地涉及到 20 个省、自治区

和直辖市，其中广东省生产的不合格化妆品数量最多为

752 批次，占比为 75.50%，其次是江苏省，检出不合格化

妆品 58 批次，占 5.82%，上海和浙江不合格数量相近，分

别占 3.41% 和 3.11%。详见表 1。

我国化妆品持证生产企业数量达五千四百余家，广东

省最多，占比约为 55%，其次是浙江省，占比约为 10%，

第三为江苏省，占比约为 5.9%。由表 1 可知这三个省份

共占不合格化妆品总数的 84.43%，基本与我国化妆品产业

分布相匹配。从统计结果来看广东省的化妆品不合格率最

高，一是广东省化妆品生产企业最多，二是化妆品行业门

槛不高，大多数企业发展规模小，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表 1   不合格化妆品生产地域分布表

Tab.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unqualified cosmetics
生产地域 数量 百分比 /%

广东 752 75.50
江苏 58 5.82
上海 34 3.41
浙江 31 3.11
北京 14 1.41
辽宁 11 1.10
山东 9 0.90
湖北 8 0.80
天津 8 0.80
福建 8 0.80
新疆 8 0.80

黑龙江 5 0.50
河南 5 0.50
广西 3 0.30
江西 3 0.30
云南 1 0.10
安徽 1 0.10
海南 1 0.10
青海 1 0.10
陕西 1 0.10
境外 30 3.01
未知 4 0.40

2.2 不合格化妆品抽检品类构成情况

根据效用不同，化妆品可分为染发烫发类、脱毛类、

祛斑美白类、面膜类、祛痘抗粉刺类、防晒类、洗发护发

沐浴类、婴幼儿产品、彩妆、一般护肤品等。在本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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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96 批次不合格化妆品中，染发烫发类不合格数量最多

为 529 批次，占 53.11%，其次面膜类 93 批次，占 9.34%，

祛斑美白类、祛痘抗粉刺类和防晒类分别占比 6.12%、4.72%

和 6.22%，详见表 2。
表 2   不合格化妆品抽检品类汇总表

Tab.2   Summary of unqualified cosmetics for inspection
品类 不合格批次 百分比 /%

染发烫发类 529 53.11
面膜类 93 9.34

洗发护发沐浴类 69 6.93
防晒类 62 6.22

祛斑美白类 61 6.12
祛痘抗粉刺类 47 4.72

婴幼儿产品 39 3.92
香水 8 0.80
彩妆 6 0.60
牙膏 5 0.50

脱毛类 1 0.10
育发养发类 1 0.10

未知 1 0.10
一般护肤品 74 7.43

2.3 不合格化妆品抽样单位分布情况

售卖化妆品不需要额外取得许可证，因此化妆品销售

渠道多种多样，本次统计的不合格化妆品抽样单位有个体

商店、美容美发场所、化妆品专卖店、商场超市、药店、

生产单位、宾馆和母婴店等，详见图 1。如图所示，在 996

批不合格化妆品中，化妆品专卖店检出不合格数量最多为

205 批次，占 20.58%，生产单位检出不合格数量为 204 批

次，占 20.48%，个体商店、商场超市和美容美发场所分别

检出不合格数量为 167 批次、143 批次和 119 批次，分别

占 16.77%、14.36% 和 11.95%。

化妆品专卖店和个体商店检出不合格的化妆品数量较

多，可能是因为在化妆品来源渠道、贮存、管理等方面存

在较大的问题，无法保证化妆品质量安全。近年来美容行

业蓬勃发展，美容美发场所也成为不合格化妆品重灾区，

这和美容行业从业者普遍文化素质不高和管理混乱有关。

此外，不合格化妆品仍旧有 20.48% 来自于生产单位，这

说明有些化妆品生产企业没有严格执行《化妆品生产许可

工作规范》，没有在生产源头保障化妆品的质量。

图 1   不合格化妆品抽样单位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units for unqualified cosmetics

2.4 化妆品不合格项目分析

对检出不合格数量较多的染发烫发类等五类化妆品的

不合格项目进行统计分析，如表 3 所示，不合格项目主要

有检出禁用物质、微生物不合格、标识标签不合格、重金

属超标、限用物质超出限值。

表 3   5 种不合格化妆品的项目汇总表
Tab.3   Summary of unqualified items of 5 kinds of unqualified cosmetics 

品类 不合格项目

染发烫
发类

检出成分与批件标签不一致（490 批次）
产品批件与标签标识不一致（95 批次）
限用物质超出限值（27 批次）
信息不全（21 批次）批件过期或未查到（15 批次）
禁用物质（18 批次）

防晒类

检出成分与批件标签不一致（57 批次）
产品批件与标签标识不一致（10 批次）
禁用物质（2 批次）

微生物不合格：菌落总数（1 批次）

祛斑美
白类

重金属超标（39 批次）
禁用物质（13 批次）
信息不全（3 批次）批件过期或未查到（4 批次）

面膜类

微生物不合格：菌落总数（43 批次），霉菌和酵母菌数（7
批次）
禁用物质（17 批次）
检出成分与批件标签不一致（14 批次）
重金属超标（2 批次）
限用物质超出限值（1 批次）

祛痘抗
粉刺类

禁用物质（47 批次）
 微生物不合格：菌落总数（3 批次），霉菌和酵母菌数
（1 批次）
重金属超标（1 批次）

2.4.1 检出禁用物质

从统计结果来看，检出禁用物质最多的化妆品为祛痘

抗粉刺类 47 批次、其次是染发烫发类、祛斑美白类和面膜

类。祛痘抗粉刺类化妆品检出的禁用物质为氧氟沙星、氯

霉素和甲硝唑等抗生素，赛庚啶、氯苯那敏等抗组胺类药物，

这些药物具有除螨、祛痘及消炎抗菌的作用，《化妆品安

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明确规定上述药物为化妆品禁

用物质，长期使用添加了抗生素及抗组胺的化妆品，可能

会增强细菌耐药性，引起接触性皮炎等不良反应，严重危

害消费者的健康安全。祛斑美白类化妆品检出的禁用物质

主要为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短期内使用可以使皮肤迅

速变白变嫩，明显改善皮肤，但长期使用含糖皮质激素的

化妆品可能使皮肤出现红斑、灼烧、萎缩变薄，甚至引起

全身感染，另外还可能引起人体内激素水平变化，造成内

分泌混乱。

2.4.2 重金属超标

如表 3 所示，祛斑美白类化妆品重金属超标最多达到

39 批次，主要是汞超标。汞离子能与人体皮肤内酪氨酸酶

耦合影响其活性从而抑制黑色素的生成，达到快速美白的

效果，而且汞原料价格相对低廉，因此常被不法厂家违法

添加至祛斑美白类化妆品中。化妆品中过量金属汞能通过

皮肤吸收，蓄积在体内，引发慢性中毒，严重者可出现肾

病综合征。

2.4.3 微生物指标不合格

面膜类产品微生物指标不合格最为严重，主要为菌落

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数不合格，分别检出 43 批和 7 批不合

格。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一般用来评价化妆品卫生质

量情况，微生物指标不合格可能是化妆品生产加工环节卫

生状况恶劣，化妆品在生产过程中受到污染，而面膜中所

含营养物质丰富，加工过程中更容易被污（下转第 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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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54 页）染。

2.4.4 标识标签不合格

由表 3 可知，5 类化妆品中检出成分与批件标签不一

致的化妆品种类主要为染发烫发类和防晒类，其原因可能

是化妆品生产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擅自改变化妆品

批件的配方，没有按批准的批件配方进行生产。染发烫发

类化妆品检出不一致成分为染发剂，防晒类化妆品检出不

一致成分为防晒剂。消费者使用这些未按批件配方生产的

化妆品后，可能会出现皮肤受损或者过敏症状。

3 讨论
化妆品产业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美丽经

济”，我国化妆品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企

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从本文统计的结果来看，不合

格化妆品产地主要是广东，不合格化妆品品类主要为染发

烫发类、防晒类、面膜类、美白祛斑类和祛痘抗粉刺类。

检出成分与批件配方不一致、检出抗生素和糖皮质激素、

微生物超标现象普遍。针对上述问题，①监管部门应该进

一步完善化妆品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监管机制，提高

监管效能。因地制宜，合理制定化妆品抽检计划，加大对

染发烫发类、美白祛斑类和祛痘抗粉刺类等不合格化妆品

及其生产经营者的跟踪抽检力度，一经发现违反《化妆品

监督管理条例》的行为，严厉处罚绝不姑息；②强化企业

牢固树立产品质量的第一责任人意识，主动做到知法、懂

法、守法，依法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严格把好产品

质量关；③建立社会共治体系，充分利用微博论坛微信公

众号等新兴媒介，加大化妆品安全知识宣传力度，开放投

诉举报渠道，提高消费者的监管参与度。政府、企业和个

人三方合力，更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促进化妆品产业健

康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化妆品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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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验方案流程、实施过程、数据记录及计算结果

见表 2。

3 实验分析
①通过 ISO19840:2012 第 7 章得出喷砂试板表面的漆

膜测量修正值为 25μm，由于试板是屈服强度和硬度较

低的 Q235B 材质，测量的粗糙度数值较其余材质原材料

高，所以此修正值能代表其余公司常规结构件；②通过

ISO19840:2012 确定喷砂试板的特定修正值为 28.73μm，

打磨试板的特定修正值为 2.87μm；③通过 ISO19840:2012

在粗糙表面通过已知膜厚而矫正仪器后测得试板的相对较

真实的“实际膜厚”。对照方法二与方法三分别校准覆

层测厚仪后实测值差值后可得出喷砂试板在喷涂底漆、

中间漆、面漆后漆膜测量的修正值分别为 23.30、35.35、

37.30μm，取平均值 31.98μm。且呈现漆膜越厚，修正值

越大的趋势，故在不考虑测量误差的前提下，随着漆膜厚

度的增加，方法二的测量方式逐渐趋于达不到额定膜厚；

④假如客户要求漆膜测量及验收按 ISO19840 要求考虑粗糙

度对漆膜厚度检验的修正，那么通过对照可得特定修正值

方法（方法二）成本较低。如采用方法一确定的更小的修

正值（25μm），成本最低。

以方法三的实测膜厚作为目标膜厚，在相同涂层上以

方法二的测量结果读数（即按方法三检验合格的读数）作

为待对比数据 1，以按方法二修正后应读数（即按方法二

检验合格的读数）作为待对比数据 2。通过计算每层油漆

厚度及成本计算和对比，可得出方法三与方法二的喷涂材

料成本差异。但考虑到工厂施工条件及测量误差累计，成

本差异相对较小，分别为 0.71% 和 0.59%。通过在粗糙面

通过已知膜厚而矫正仪器，不使用修正值的方法三，尽管

材料成本比例有所升高，但施工和检验过程中的测量较简

便。

4 结束语 
① 通 过 ISO19840:2012 第 7 章 得 出 了 能 代 表 公 司 常

规结构件喷砂表面的漆膜测量修正值为 25μm；②通过

ISO19840:2012 附录 D 相关试验确定了能代表公司常规结

构件喷砂表面的特定修正值为 28.73μm，磨光机打磨试板

的特定修正值为 2.87μm；③通过试验数据分析，漆膜越

厚，漆膜测量修正值越大，故在不考虑测量误差的前提下，

随着漆膜厚度的增加，方法二的测量方式逐渐趋于达不到

额定膜厚；④假如客户要求漆膜测量及验收按 ISO19840 要

求考虑粗糙度对漆膜厚度检验的修正，那么通过对照可得

特定修正值方法（方法二）成本较低。如采用方法一确定

的更小的修正值（25μm），成本最低；⑤同样的油漆用

量， 喷砂表面实测膜厚低于平滑表面实测膜厚，粗糙度

损耗的总漆膜厚度占表面粗糙度实测值（97.62μm）比例

117%-145%。应在保证油漆附着力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基材

表面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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