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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惠州市维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惠州市维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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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在线鉴别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妆品在线鉴别服务规范的总体要求、服务程序、服务评价与改进和记录留存。 

本文件适用于化妆品在线鉴别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296.3  消费品使用说明  化妆品通用标签 

GB/T 27578—2011  化妆品名词术语 

GB/T 36298  电子合同订立流程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5296.3和GB/T 27578—201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化妆品  cosmetics 

以涂抹、洒、喷或其他类似方式,施于人体表面任何部位（如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达到

清洁和修正人体气味、保持良好状态目的的化妆品。 

[来源：GB/T 27578—2011，2.1] 

 

对照品  reference sample 

通过品牌的直营门店、线上官方旗舰店或免税店等品牌官方渠道购买或品牌方提供的化妆品。 

 

鉴别产品  product to be identified 

待与对照品进行比对鉴别的化妆品。 

 

化妆品在线鉴别  online identification of cosmetics 

通过比对鉴别产品与对照品的差异，在线出具鉴别结果的操作过程。 

4 总体要求 

服务原则 

4.1.1 全面性原则 

在鉴别相关产品时，应当综合考虑委托方提交的鉴别产品照片中所显示的全部要素，并与数据库或

对照品对应的特征进行全面、逐一的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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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客观性原则 

鉴别服务应采用科学的方法，以事实为依据，确保鉴别结论的客观性。 

4.1.3 独立性原则 

鉴别服务应独立进行，确保鉴别结论的公正性。 

服务机构 

4.2.1 鉴别服务机构应为法律实体，或者为某个法律实体的明确部分，该实体应对其鉴别活动承担法

律责任。 

4.2.2 机构应有充分的措施（保险或风险储备金），以承担经营鉴别业务产生的责任风险。 

4.2.3 机构应配备多名通过考核的鉴别人员。 

4.2.4 机构应具有独立的工作场所、办公设备、鉴别设施等。 

4.2.5 机构应具备必要的化妆品数据库和对照品，确保可靠的来源。 

4.2.6 鉴别机构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建立服务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 化妆品在线鉴别工作程序； 

—— 化妆品在线鉴别技术流程； 

—— 化妆品在线鉴别操作规范。 

服务人员 

4.3.1 在线接待人员应热情礼貌、言谈文明，尊重和保护公民和法人个人隐私、民族风俗、地域习惯

和宗教信仰，对常见的化妆品品牌有基本了解。 

4.3.2 化妆品在线鉴别人员应定期进行从业人员体检，体检应包括但不限于色盲、色弱及视力功能缺

陷，持体检合格报告，且通过理论和实践考核后，方可上岗。 

4.3.3 鉴别人员应具备相关鉴别能力，包括但不限于： 

—— 对常见的化妆品品牌有深入了解，包含品牌定位、品牌发展历史信息、品牌主要引用元素等

信息； 

—— 熟悉化妆品结构、包材、工艺、生产过程等相关专业性知识； 

—— 了解化妆品的原料、配方原理、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专业性知识； 

—— 熟练掌握鉴别所使用的设备与检测方法。 

服务承诺 

鉴别服务机构应承诺： 

—— 诚信执业； 

—— 对于委托方的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 客观中立，以事实为依据。 

5 服务程序 

受理 

5.1.1 用户通过机构前端或合作商前端进行在线鉴别服务申请。 

5.1.2 在线接待人员应与用户进行充分交流和沟通，了解用户的需求，并作出是否接受鉴别申请的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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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合同 

机构应与用户签订合同，签订流程按GB/T 36298的规定进行，合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服务内容和要求、服务方式和服务期限； 

——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 服务费用、支付方式和支付时间； 

—— 保密要求。 

用户提供资料 

用户应结合鉴别产品实际情况拍摄上传产品细节图，包括但不限于： 

—— 产品销售包装完整图、各面细节图； 

—— 产品容器包装完整图、各面细节图； 

—— 产品尺寸测量、重量称重拍摄图； 

—— 适量内装物盛装于透明无色容器中的近景图。 

制定方案 

5.4.1 在线鉴别组长应制定包装外观鉴别方案和内装物外观鉴别方案。 

5.4.2 包装外观鉴别方案应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 对照品的批号等包装外观图文信息； 

—— 需采用的鉴别方法； 

—— 鉴别结论的判定要求。 

5.4.3 内装物外观鉴别方案应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 对照品内装物的性状、色泽等信息； 

—— 需采用的鉴别方法； 

—— 鉴别结论的判定要求。 

实施鉴别 

在线鉴别小组应根据鉴别方案选用适宜的外观鉴别方法，实施在线鉴别操作。鉴别方法参见附录A。 

出具结果 

在线鉴别小组应编制并向用户出具鉴别结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用户基本信息； 

—— 鉴别产品基本信息； 

—— 鉴别小组成员； 

—— 特征比对分析； 

—— 对鉴别过程的说明； 

—— 鉴别结论； 

—— 鉴别组长、主管签字，机构签章。 

6 服务评价与改进 

外部评价 

机构应收集用户对在线鉴别服务的评价，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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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质量； 

—— 服务态度； 

—— 服务进度。 

内部评价 

机构应定期开展自评或第三方评价，包括但不限于： 

—— 服务结果是否满足用户需求； 

—— 服务过程是否规范； 

—— 鉴别结论是否准确。 

服务改进 

机构应根据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制定改进措施，优化在线鉴别服务制度，并持续跟踪与复查。 

7 记录留存 

记录资料应妥善保存以备溯源，主要包括： 

—— 服务合同、用户提供的资料、沟通记录、鉴别结果； 

—— 鉴别产品与对照品的批次信息； 

—— 鉴别人员、鉴别工具、鉴别方法、鉴别时间等信息资料； 

—— 鉴别过程中取样、外观比对等关键点的数据、图片记录。 

记录的保存期限、保存方式和保密管理等应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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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化妆品在线鉴别方法 

A.1 数据库、对照品库 

A.1.1 对于市面常见化妆品及其他用户有鉴别需求的化妆品，机构应收集官方来源的信息、购入官方

来源的对照品，建立专业的数据库、对照品库。 

A.1.2 数据库、对照品库应对不同国家、地区及不同类型的化妆品进行分类、归纳处理，便于资料调

取，并不断完善，保持库的更新。 

A.2 环境条件 

A.2.1 化妆品对照品应储存在该产品要求的贮藏条件中。 

A.2.2 鉴别操作环境应舒适且安静，操作台使用D65标准光源，使对照品表面光亮度达到1 000 lx为

宜，且采光照明是无影和均匀的；配备表面洁净、色彩简单的操作台和高度适宜的办公椅。 

A.3 鉴别顺序 

化妆品在线鉴别应按照先包装外观、后内装物外观的顺序进行鉴别。 

A.4 外观鉴别 

A.4.1 目视观察法 

对用户提供的照片、对照品目视观察，结合数据库进行批号查询、其他外观比对。 

A.4.2 放大镜观察法 

对于目视观察无法有效辨识外观细节的照片和对照品，通过放大镜对细节部位进行观察与比对。 

A.4.3 尺寸和重量比对法 

通过精度不低于1 mm的钢直尺（或游标数显尺）及精度不低于0.01 g的电子天平对对照品进行测量

（长、宽、高、内外径、重量等）得出数值，与用户提供的鉴别产品尺寸测量、重量称重拍摄图进行比

对。 

A.5 鉴别结论 

A.5.1 包装外观鉴别结论 

A.5.1.1 包装外观鉴别结论分为：符合、不符合、无法鉴别。 

A.5.1.2 由两名包装外观鉴别人员（一名鉴别师、一名鉴别组长），根据鉴别方案，独立完成包装外观

鉴别，根据下列情况给出鉴别结论： 

A.5.1.3 两名包装外观鉴别人员的鉴别结论一致，则直接得出鉴别样品的外观最终鉴别结论； 

A.5.1.4 两名包装外观鉴别人员的鉴别结论不一致，则由第三名包装外观鉴别人员（鉴别主管）得出

最终的鉴别结论（如果出现三种不同鉴别结论，则判定为无法鉴别）。 

A.5.2 内装物外观鉴别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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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1 内装物外观鉴别结论分为：符合、不符合、无法鉴别。 

A.5.2.2 由两名内装物外观鉴别人员（一名鉴别师、一名鉴别组长），根据鉴别方案，独立完成内装物

外观鉴别，根据下列情况给出鉴别结论： 

A.5.2.3 两名内装物外观鉴别人员的鉴别结论一致，则直接得出鉴别样品的内装物外观最终鉴别结论； 

A.5.2.4 两名内装物外观鉴别人员的鉴别结论不一致，则由第三名包装外观鉴别人员（鉴别主管）得

出最终的内装物外观鉴别结论（如果出现三种不同鉴别结论，则判定为无法鉴别）。 

A.5.3 综合鉴别结论 

A.5.3.1 综合鉴别结论分为：符合、不符合、无法鉴别。 

A.5.3.2 依据包装外观鉴别结论及内装物外观鉴别结论，按表 A.1得出综合鉴别结论。 

表A.1 综合鉴别结论 

包装外观鉴别结论 内装物外观鉴别结论 综合鉴别结论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不符合 不符合 

符合 无法鉴别 无法鉴别 

不符合 - 不符合 

无法鉴别 - 无法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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