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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油性原料使用效果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妆品已使用原料范围内油性原料的使用效果范围和评价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油性原料在化妆品中使用效果的验证和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部分内容。凡是标注日期或文号的引用文

件，仅与该日期或文号对应的文件内容适用于本标准；凡未标注日期或文号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

本（包括所有修改或补充文件）适用于本标准。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27号） 

《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 

《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 

《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化妆品注册和备案检验工作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化妆品油性原料  Oily raw ingredient in cosmetics 

以油性物质为主要组分或以油性物质与油溶性物质组成混合物形式存在的化妆品原料。 

3.2 使用效果  effective evaluation 

原料自身具有或在化妆品配方中支持的，与化妆品功效表达具有关联性的实际作用。 

3.3 化妆品功效  efficiency of cosmetics  

化妆品自身具有的且能够客观感知到的产品使用效果。 

3.4 机理  Mechanism 

化妆品原料或化妆品能够产生某种功效对应的起效途径或作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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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宣称  declare 

用于描述和解释化妆品功效或机理的语言、文字、图示、符号等。 

3.6 皮肤表面脂质  skin surface lipids（SSL）  

位于表皮细胞外层的皮脂腺脂质和细胞间脂质的混合物。 

3.7 精油  essential oil 

从香料植物或泌香动物中加工提取所得到的挥发性含香物质的总称。 

4 评价的基本原则 

4.1 符合化妆品法规、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需要通过人体试验进行评价的，

还应遵循伦理道德要求。 

4.2 应以现有对油性原料的客观认知和使用情况为基础。数据测试和评价方法设置得当，统计分析

过程科学、合理，结论准确、公正、真实、客观，不得主观臆造或随意篡改测试数据和评价结论。 

4.3 评价过程中需要进行人体试验和消费者使用测试的，应在开展相关试验和测试前按照法规要求

完成必要的产品安全性评价，确保在可预见的情况下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对人体健康无危害。 

4.4宜结合油性原料自身性质，进行评价方案和评价指标的设计，能够体现出油性原料的特点和优

势。 

4.5鼓励结合化妆品产业政策、规划，开展油性原料的基本原理、作用机理、表达途径、量效关系

等与产品功效相关因素的延伸评价以及功效与宣称关联性的综合评价。 

5 评价的主要内容和测试方法 

5.1 油性原料对皮肤脂质影响的评价 

5.1.1油性原料对皮肤脂质的影响可以通过设定以下指标进行评价： 

a）皮肤表面脂质成分和含量； 

b）神经酰胺、脂肪酸和胆固醇的比例； 

c）神经酰胺的含量。 

5.1.2 皮肤表面脂质可采用人体试验、体外试验或动物试验。试验过程中需要进行脂质采集和提取

的，应选择使用适宜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检测分析皮肤脂质组成及比例变化。 

5.2 油性原料对皮肤关键蛋白影响的评价 

5.2.1 油性原料对皮肤关键蛋白的影响可以通过设定以下指标进行评价： 

a）提升水通道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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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提升紧密连接蛋白 

c）提升丝聚合蛋白 

5.2.2 关键蛋白的评价可采用细胞试验、3D 皮肤模型试验、动物试验等作为主要评价方法，宜根

据油性原料的溶解性特点选择试验类型。选择采用的试验应保证油性原料在所选测试体系中能够充

分发挥作用。 

5.2.3 关键蛋白的评价应选择合理的受试浓度和表征手段来定性定量评估最终效果，检测方法可包

括形态学分析、图像分析、蛋白和蛋白相关基因的定性定量分析等。 

5.3 油性原料对人体皮肤影响的评价 

5.3.1 油性原料对人体皮肤的影响应通过人体功效评价试验进行评估，进行人体功效评价前，需充

分了解油性原料的功效和机理，选择符合评价情形的受试者和受试部位。 

5.3.2 评价方案应根据油性原料特点进行设计，选择相应的评价指标。油性原料作用于皮肤后，可

以通过感官表征识别、量化数据识别以及主观体验识别三个维度对油性原料在人体皮肤上的使用效

果进行评价。 

a）感官表征识别表示含有油性原料的化妆品在使用前后通过视觉、触觉等感官直接可见的对

皮肤的作用。 

b）量化数据识别表示含有油性原料的化妆品在使用前后通过特定的仪器、设备测试后，以数

据表示的皮肤状态或肤质的改善。可以通过皮肤水分含量、皮肤水分散失状况、皮肤水油比例、皮

屑状况、皮肤纹理状况、皮肤光泽度、皮肤平滑度、皮肤通透性、皮肤弹性等项目进行评估。 

c）主观体验识别表示含有油性原料的化妆品在使用前后受试者自身的感受。 

5.4 本标准 5.1至 5.3 条款中的测试样品为已上市原料或化妆品的，应使用市售产品进行测试，测

试前应确保同批次产品的检验报告符合法规要求且测试样品在标签标识的保质期内；测试样品为未

上市原料或化妆品的，应使用配制样品进行测试，测试前应确保组分和产品指标与待上市产品一致。 

5.5 鼓励采用科学的理论和先进的技术提高分析方法的精确度或建立精确度更高的分析方法。 

6 使用效果评价实施的相关环节 

6.1 原料信息确认 

6.1.1 对待开展使用效果评价的原料应由使用该原料的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在开展使用效果评价

前进行必要的信息确认，至少应包括合规性、完整性和安全性的信息。认为原料信息完整性或真实

性存在问题的，不应直接对其进行使用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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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原料的基本信息应完整、明确。包括原料供应商信息、原料名称、质量规格等。 

6.1.3 原料应收录于《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中；《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对原料使用条件或范

围有规定的，开展评价的原料规格应符合对应的要求。 

6.1.4 应确保原料的安全性符合化妆品法规、规章、技术文件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包括安全

性风险物质情况、安全风险评估结论、原料安全信息报送码等。 

6.2 使用油性原料的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可以自行开展使用效果评价，也可以委托具备相应资质、

能力的评价机构开展使用效果评价。委托开展使用效果评价的，选择的评价机构应具有与待评价产

品相应的测试条件和能力，宜优先选择具有 CMA 资质或通过 CNAS 认证的机构。 

6.3 评价测试项目涉及人体测试的应符合伦理学要求，正式进行测试前需充分获得受试者的知情同

意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试验方案设计和实施过程应当充分保证其合规性和科学性，样本量应符

合统计学的要求。采用人体测试方法时，应在测试开展前对受试者的受试皮肤部位进行分析和状态

确认。 

6.4 鼓励根据油性原料使用效果的评价结论对油性原料在产品配方中的使用目的进行精确的表述，

如润肤剂、赋脂剂、角质软化剂、皮肤保护剂、肤感调节剂、皮肤调理剂、保湿剂、美白剂、芳香

剂（仅限于精油类原料）等。 

6.5 鼓励对宣称中涉及油性原料使用效果或与油性原料相关功效的化妆品开展油性原料使用效果

评价，如滋润皮肤、使皮肤丰盈饱满、补充皮肤油脂、调整皮肤水油平衡、降低皮肤水分散失、淡

化皱纹、增加皮肤光泽等。 

6.6 鼓励根据油性原料的使用效果评价结论对需要使用含有对应油性原料化妆品的皮肤制定精准

的护肤方案（可参照附录 A）；鼓励结合面向个体（自然人）的个性化需求护肤方案开展符合法规

要求的化妆品个性化服务。 

7  其他 

7.1 精油类原料在进行使用效果评价时应充分考虑挥发性成分对评价结果的影响，鼓励根据精油原

料的性质对本标准 5.1至 5.3条款中项目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进行优化。 

7.2同种油性原料采用不同评价方法产生不同评价结论时，应优先以人体试验结论为准。 

7.3 评价过程和结论的描述不代表可直接用于产品宣称，产品宣称应符合《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

《化妆品网络经营管理办法》、《广告法》等相关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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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皮肤干燥分级及皮肤表观形态特征（参考信息） 

 
皮肤干燥的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皮肤指标状态 

（示意） 

     

皮肤表观形态

特征 

皮脂明显增加且分泌旺

盛，皮肤油腻，有明显油

光，皮肤自身保湿功能降

低，易导致内部水分缺

失，形成内部干燥。 

皮肤干燥紧绷，颜色偏

黄，角质层对环境湿度变

化敏感，在干燥多风环境

下易发皮屑，可能伴有细

小干纹。 

皮肤变薄、自我修复能力

减退，皮肤耐受性降低且

对外界刺激敏感，易发刺

痛、泛红、干痒、肤色不

均等现象。 

支持皮肤的蛋白、油脂、

保湿因子等物质缺失，皮

肤松弛粗糙，弹性和光泽

度明显降低，易现皱纹，

毛孔粗大。 

皮肤水分、油脂含量明显

不足，皱纹明显且多发，

肤色蜡黄，皮肤松弛粗糙

程度严重。 

检测参照指标 

核心指标：水油平衡比值 

关联指标：经皮水分散

失，pH 值 

核心指标：水分含量 

关联指标：经皮水分散

失，肤色 

核心指标：皮肤屏障 

关联指标：红区，敏感度 

核心指标：皮肤弹性 

关联指标：毛孔，色斑 

核心指标：皱纹程度 

关联指标：皮肤弹性 

建议护理方向 

利用轻质油脂中的不饱和

脂肪酸-3（ω-3）、不饱和脂

肪酸-6（ω-6）等高流动性

抗氧化成分替代并平衡皮

脂膜的天然结构。 

利用精确年轻皮肤的不饱

和脂肪酸-3（ω-3）、不饱和

脂肪酸-6（ω-6）、不饱和脂

肪酸-9（ω-9）等关键成分

的优化配比，补充整层皮

脂膜的油脂结构。 

合理的油脂配比搭配神经

酰胺、透明质酸等天然保

湿因子，重建人体皮脂膜

及表层皮肤屏障。 

功能性油脂成分的加入，

配合高比例油酸特别是不

饱和脂肪酸-3（ω-3）、不

饱和脂肪酸-6（ω-6）含量

高的油脂，完整重建皮脂

膜及皮肤屏障。 

通过功能性油脂的补充，

把活性成分带入皮肤深

层，修复和促进皮肤整体

器官及结构的年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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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皮肤指标状态中各项指标和阿拉伯数字（1～5）的含义为： 

    水分含量：表示皮肤自身水分的含量。数字越大表示含有水分的量越高； 

    皮脂：表示自然状态下皮肤表面的脂质含量。数字越大表示皮肤表层含有皮脂的量越高； 

肤色：表示皮肤颜色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表示肤色越自然，状态越健康； 

弹性：表示皮肤受到外力作用时产生形变的恢复程度。数字越大表示恢复能力越强； 

毛孔：表示皮肤毛孔的视觉明显程度。数字越大表示毛孔越不明显； 

皱纹：表示皮肤已分布皱纹的视觉明显程度和易产生皱纹的程度。数字越大表示皱纹越不明显或对抗皱纹产生的能力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