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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化妆品行业在原材料采购过程中需要严把质量

关，通过采用合理检测技术针对化妆品中各种禁用组

分和限用组分进行全面检测，这些原材料只有达到国

家标准，才能应用于实际生产。相关检测技术必须具

有针对性，能够对禁限组分的种类和数量有精确的检

测结论，同时在时效和成本方面也要达到一定水平，

才能得到业内的充分认可。目前，化妆品的种类和用

途日益增加，检测技术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才能

适应实际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1]。

1 化妆品原材料的构成及其禁限成分

化妆品原料对于生产质量有着决定性作用，根据

其用途与功能进行分类，化妆品原料主要包括三种：

基质原料、辅助原料和功能性原料。

基质原料是所有化妆品成分中的最主要部分，化

妆品配方中该原料占比较大，能直接决定各种化妆品

的实际功能和产品性质。基质原料通常由油性原料、

粉质原料以及溶剂类原料共同组成。化妆品中油性原

料起到最主要的基质原料作用，如化妆品中的油脂、

蜡类、高级脂肪酸等油性原料。粉质原料构成粉底类、

香粉、眼影等化妆品产品的主要成分，粉质原料含量

可达化妆品总重 30％ ~80％。溶剂类原料包括水、醇

类和酮等，作用是将化妆品中各种成分溶解，形成均

一稳定的膏状物，从实际生产情况看，溶剂类原料是

很多化妆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辅助原料可以为化妆品产品提供特定辅助功能，

在化妆品成分中其总体含量较小，但其实际作用却非

常显著，是化妆品中最重要的成分。化妆品辅助原料

的组成比较多元化，这与化妆品的整体效果有直接关

系，香精香料、颜料色素、防腐剂抗氧剂、表面活性 

剂、水溶性高分子等，都从不同辅助功能上为化妆品

提供支持和保障。

功效性原料是指具有特殊功效的化妆品原料，主

要针对皮肤或毛发的某些问题，具有防晒、修护、抗

衰老、祛斑、瘦身、除臭、染发等关键作用，具有特

殊功效的化妆品原料属于特殊化妆品，在我国要实行

注册管理。功效性原料主要从植物中提取，藻类植物

和种子植物是应用最多的植物，种子植物约占 97%，

藻类植物约占 3%，蛋白质和氨基酸类、多糖类、有

机酸类等成分均可从这些植物中提取，且含这些植物

原料的化妆品具有成本低、安全性高等特点，更容易

得到消费者的宠爱。

2 加强原材料采购中质量安全检测符合市场强制

性标准要求

在化妆品原料采购过程中，需要对化妆品中各种

原材料的成分进行严格检测，确保其中各种禁限组分

达到国家和行业相关要求。尤其是需要对几项重要指

标进行检测，只有达到国家相关标准，才可以将这些

原料用于实际生产，如果原料中含有禁用组分或限用

组分超标，则严禁将其用于实际生产。从目前来看，

按照《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相关内容，

其中罗列 1388 项化妆品禁用组分，相比 2007 版，新

增 133 项，修订 137 项。并进一步明确化妆品限用组

分共 47 项，其中新增 1 项，修订 31 项，删除 27 项。

化妆品行业原料质量检测主要目标包括防腐剂、防晒

剂和着色剂 [2]。基于对相关禁限组分的检测，开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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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检测方法，对于化妆品企业控制产品质量，优

化市场竞争，提高政府监管市场能力等具有实质性作

用。

3 化妆品原材料采购中禁限物质检测分析

3.1 化妆品原材料中防腐剂检测

化妆品原料中不可避免会存在防腐剂，防腐剂大

部分是有机物，其在化妆品中的作用是阻止微生物生

长。目前化妆品为达到某种功能和性能效果，大多需

要添加各种物质，而这些物质能够对微生物生长有促

进作用。在实际的生产、使用和保存中会面临微生物

污染，这会导致化妆品容易变质，产生异味或影响品

质等问题。化妆品原料中含有一定量的防腐剂，可以

有效抑制微生物的产生和生长，但防腐剂超出规定使

用量时，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根据 2015 年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

化妆品中限制使用的防腐剂多达 56 项 [3]。严格检测化

妆品原材料中的防腐剂，确保化妆品质量标准得到严

格落实，对于生产厂家、消费者和整个行业，都是非

常重要的工作。目前，化妆品防腐剂检测应用较广的

方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气相色谱法、气相色谱 - 质

谱法、毛细管电泳法等。

3.1.1 高效液相色谱法具有良好实用价值

高效液相色谱法采用 KromasilC18 色谱柱（250mm× 

4.6mmI.D.，5μm），该检测方法的参数具体设定包括：

其流动相的混合溶液配比为 V 水 :V 乙腈 :V 甲醇 :V 四氢呋喃 = 

60:25:10:5，该检测方法主要检验采购原材料中各种基

质样品中所含有苯氧异丙醇，实际测定其回收率可达

95.6%-102.4%，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而 RSD 则达

到 0.66%-1.05% 的水平，测试稳定性能够得到保证。

3.1.2 气相色谱法检测效果显著

气相色谱分析用于对沐浴露、洗发露等化妆品原

料中 15 种防腐剂进行检测，其检测对象主要针对水

杨酸、山梨酸、苯甲醇、苯甲酸等。该检测方法在实

际检测中其相对标准偏差 0.3%-4.7%，检测的平均回

收率可以达到 86.3%-103.4%，分析检测标准曲线，

其相关系数均超过 0.997。从实际结果看，气相色谱

法相比高效液相色谱法，在检测的精密度方面会略有

不足，但如果和质谱联用技术结合使用，在分离鉴定

以及定量检测等方面存在显著优势。也可作为化妆品

原材料防腐剂检测的重要方法选择，尤其是针对苯甲

醇、对羟基苯甲酸丁酯等的定量检测，其效果非常显

著 [4]。

3.1.3 气相色谱 -质谱法的应用优势

其优势主要体现在：①分离效率高，分析速度快，

可在 2h 内分离出样品中 200 多个色谱峰，一般样品

分析可在 20min 内完成；②样品用量少和检测灵敏度

高，用适当的检测器能检测出含量在百万分之十几至

十亿分之几的杂质；③选择性好，可分离、分析恒沸

混合物，沸点相近的物质，某些同位素，顺式与反式

异构体邻、间、对位异构体，旋光异构体等；④应用

范围广，虽然主要用于分析各种气体和易挥发的有机

物质，但在一定条件下可分析高沸点物质和固体样品。

利用该检测方法对样品中防腐剂含量进行检测，可以

针对化妆品中羟基苯甲酸酯、苯氧基乙醇、苯甲醇等

含量有比较准确的测定，是目前对化妆品中上述防腐

剂检测的最主要技术手段。

在实际检测中，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仪是一个非

常重要且被广泛使用的设备，该仪器配备 DB-5MS 色

谱柱，能检测出原材料中比较普遍存在 3 种防腐剂（2-

氯 -4- 甲氧基苯酚、4- 溴 -2- 甲氧基苯酚和三氯生）

含量。该检测方法使用优势比较显著，最大优点体现

在：①样品前处理程序简单，可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检

测结果；②样品分离效果较好，对检测质量能够形成

比较充分的保证；③人工检测的准确度和精密度较高，

针对 2- 氯 -4- 甲氧基苯酚、4- 溴 -2- 甲氧基苯酚和

三氯生的检出限依次为 0.1mg/L、0.5mg/L 和 0.1mg/L。

基于以上原因，该检测方法完全可以满足化妆品原材

料采购过程中的检测要求 [5]。

3.2 化妆品原材料中防晒剂检测

化妆品中的防晒剂可有效吸收太阳光中的中波紫

外线 UVB 和长波紫外线 UVA，可有效减轻或防止因

紫外线造成的皮肤晒黑或晒斑等症状。但如果化妆品

原材料中过量添加防晒剂，也会对皮肤的造成直接伤

害。目前用于化妆品防晒剂的种类较多，根据相关规

定，化妆品中可以限量使用的 28 种防晒剂，这些防

晒剂的组成成分中，各物质构成及功能均比较复杂，

在分子结构、性能、稳定性和安全性方面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使用，并且在使用中需要符合一些特殊要

求。为此，化妆品原材料中防晒剂检测方法应满足较

高精确度的标准。

利用反高效液相色谱（RP-HPLC）检测方法对化

妆品原材料中的防晒剂添加情况进行测定。在实际检

测中，该方法能够在 15min 内完成检测并获得结果，

其检测快捷简便，精密度也较高。该检测方式针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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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色谱具有非常良好的分离效果，且重现性良好，

能满足化妆品原材料采购过程中对防晒剂的快速检测

需要。

气相色谱 - 质谱法检测防晒剂的方法改善过程是

利用对样品溶剂以及提取条件等因素的确定，并分

析整个检测方法的线性、灵敏度、精密度和回收率

等情况，建立更有效的检测方法。针对 11 种防晒剂

的实际检测情况，其平均回收率（n=5）可达 98.2%-

101.2%，试验检测的相对标准偏差（n=5）为 0.3%-

1.6%，对防晒剂检出限标准为 0.05mg/mL。

分光光度法用于防晒剂 2,2',4,4'- 四羟基二苯甲酮

（BP-2）的实际检测。利用分光光度法可用于实际各

种防晒化妆品原材料的检验和分析，在《化妆品安全

技术规范》（2015 年版）中对防晒化妆品二氧化钛用

量有明确规定，其最大允许使用浓度为 25%。对二氧

化钛的检测选择分光光度法测定，具有简单、快速、

准确，线性回归方程的线性范围较宽等优点，并可通

过抗坏血酸溶液加入来消除干扰，使其检测效果较好。

3.3 化妆品原材料中着色剂检测

按照相关定义，着色剂在化妆品中起到通过吸收

或反射可见光使化妆品或者身体部分改变成想要颜色

效果的作用，其主要用在一些美妆产品，如唇膏、胭 

脂、眼影、睫毛膏、指甲油等，都需添加着色剂以达

到预期的色彩效果。对化妆品原材料中着色剂禁限组

分检验简单介绍以下三种：

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法可以对化妆品原料中

存在的苏丹红Ⅳ等国家明确禁止使用的着色剂进行准

确检测。检测样品通常为粉状，并采用 Luna C18 色谱

柱通过反相液相进行色谱分离，流动相选择甲醇和乙

酸铵溶液完成对样品的洗脱，质谱测定则主要通过多

反应监测模式具体操作实施。整个检测过程充分表明

该方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简便、高效、高灵敏度及

高重现性等方面。整个检测试验的回收率以及精密度

等均满足国家相关检测标准和要求，使该检测方法在

行业内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

高效液相色谱 -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法可实现对化

妆品原材料中 130 多种有机着色剂的检验。气相色谱

- 质谱选择离子存储法可以检测氧化型染发剂中的着

色剂组分。超声提取的提取剂选择乙酸乙酯，并利用

质谱法获得的特征指纹以及气相色谱保留时间等因素

进行结合，整个检测方法兼顾定性和定量的需要，操

作简单，检测结果准确 [6]。

薄层色谱分离法主要针对化妆品原料中的品红类

成分，在检测过程中需要用到硅胶薄层板。反相超临

界萃取和高效液相色谱法可以对唇膏中多种呫吨染料

进行检测，实际检测结果证明：该检测方法对染料的

检测质量较高，此法还可完成检测分离及鉴定。基于

此，可认定该方法能够用于化妆品原料中染料的定性

和定量分析。

4 化妆品原材料采购中应用质量检测的经济性分

析

化妆品原材料在采购过程中，需要对其禁限组分

的含有情况进行必要检测，确保其符合国家要求和行

业标准。对化妆品原料以及禁限组分的构成进行说明，

结合各种禁限组分的情况应用具体的检测技术和方

法，发挥出各种检测方法的特点和优势，以此对整个

化妆品采购中质量检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形成更充分

的认识，从某种程度来说，严谨的化妆品原材料质量

检测和控制是企业所生产化妆品打开市场销路，迈向

市场的基石。这有助于化妆品生产企业在原材料采购

过程中严格的把控好生产原料的质量，从而切实保证

化妆品产品质量，保证化妆品使用者的安全健康，使

产品更加适合广大消费群体的实际需求，达到消费者

认可的化妆品使用效果，进一步为生产者所生产的化

妆品创立良好的口碑，从而扩大化妆品的销售市场规

模，带动产品占据市场优势地位，在适应市场需求的

同时，也能够为化妆品生产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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