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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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广东省化妆品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化妆品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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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用产品修护功效评价方法（体外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一种使用离体真人发束评价发用产品修护功效的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发用产品修护功效的评价，发用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洗发水、护发素、发膜、护发喷

雾、精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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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的公告（2021年 第49号）附件：化妆品分类

规则和分类目录。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的公告（2021年 第50号）附件：化妆品功效宣

称评价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修护功效 repair efficacy

有助于维护施用部位（毛发）保持正常状态。

[来源：《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
3.2

毛鳞片评分 cuticle score

依据评分标准对发丝毛鳞片的脱落程度进行评分。

3.3

梳理功 combing work

梳理头发的过程中，梳理力-位移曲线的线下面积。

4 基本原则

4.1 本文件采用体外试验方法。

4.2 采用随机、对照试验原则，对照设计采用平行对照。

5 原理

5.1 头发由毛小皮、毛皮质和毛髓质三部分组成，毛小皮是头发的最外层结构，呈鱼鳞片状紧密包裹

皮质层，防止毛发纤维受到机械和环境损害。由于受到日常生活中烫发、漂染、日晒、梳理、电吹风

等影响，毛鳞片会受损而翘起或脱落，从而使头发干枯、失去光泽。本方法对体外发束进行损伤处理，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毛鳞片并进行评分，通过比较样品组和对照组的毛鳞片评分值来评价试验样

品对头发毛鳞片的修护功效。

5.2 头发受损后，脂质流失，毛鳞片变得翘起、脱落，就会导致毛发变得粗糙，难以梳理或易打结。

本方法对体外发束进行损伤处理，用梳理仪模拟梳理头发的场景，通过力量感应器测量梳理力并计算

梳理过程中所做的功。通过比较样品组和对照组使用样品前后的梳理功变化率来评价试验样品对头发

梳理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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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仪器、试剂与材料

6.1 仪器

6.1.1 电子天平（精度 0.001g）；

6.1.2 扫描电子显微镜，可放大 800~1000 倍观察发丝毛鳞片；

6.1.3 梳理仪，可以测量梳理力，计算梳理功；

6.1.4 恒温水浴槽；

6.1.5 电吹风，功率（1600～2200）W。

6.2 试剂与材料

6.2.1 十二烷基硫酸钠，化学纯或以上规格；

6.2.2 亚洲人自然黑发制成的发束，长度不小于 20cm，宽度不小于 2cm；

6.2.3 梳子：金属材质，齿间距（0.9～1.1）mm，梳齿长度（2～3）cm

6.2.4 计时器；

6.2.5 温湿度计；

6.2.6 直尺或其他长度测量工具；

6.2.7 纯棉毛巾或吸水纸。

7 试验环境及条件

7.1 试验环境：温度（22±2）℃，相对湿度（50±10）%。

7.2 自来水流量：（2～2.5）L/min。

7.3 测试过程中，任一测试指标的测试条件应保持一致，如测试者、场所、仪器参数、梳子、发束的

批次规格、电吹风的规格等。

8 试验方法

8.1 毛鳞片评分

8.1.1 试验分组如下：

——样品组：发束损伤后用试验样品处理。

——对照组（阴性对照或空白对照）：发束损伤后用对照样品处理。

——正常头发：用对照样品处理。

8.1.2 配制质量浓度为 1%的十二烷基硫酸钠水溶液，将溶液置于烧杯中，并在恒温水浴槽中加热至

37℃。取 3 束发束，将发束浸没于溶液中浸泡 30min（发束与溶液质量比为 1:10），然后用梳子梳理

通顺，在自来水下冲洗干净并印干水分，置于温度（22±2）℃，相对湿度（50±10）%的环境中放置

12h 以上。

8.1.3 将发束随机分为样品组发束、对照组发束和正常头发，对样品组和对照组发束进行损伤处理，

损伤程序可参考附录 A。也可购买受损发束，每次测试需使用同一批次的发束。

8.1.4 依据产品的使用说明或参照附录 B 处理发束。

8.1.5 将发束印干水分，然后由同一测试人员用梳子梳理 30 次（发束正反面各梳理 15 次），梳理速

度 20～25cm/s。

8.1.6 将发束悬挂于距离电吹风风筒 10cm 处，发束正反面各吹 2min。

8.1.7 由同一测试人员用梳子梳理发束 30 次（发束正反面各梳理 15 次），梳理速度 20～25cm/s。

8.1.8 步骤 8.1.4～8.1.7 至少进行五轮。

8.1.9 从每组发束中各随机取 7 根直径相近的发丝，从发丝中间截取约 5mm，每根发丝随机选取两个

位点，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放大 800~1000 倍拍照，每个位点拍摄一张照片，共拍摄 14 张照片，对每张

照片进行评分。评分标准见表 1，评分精确到 0.5。
注：同一批次测试需放大相同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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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毛鳞片评分标准

描述 分数

毛鳞片未见脱落，排列整齐 4.0

毛鳞片轻微翘起或脱落，基本完整 3.0

发丝毛鳞片部分翘起或脱落，残缺不全 2.0

发丝毛鳞片大量翘起、脱落，出现大面积断痕 1.0

发丝毛鳞片大面积脱落，毛皮质部分裸露 0

8.2 梳理性测试

8.2.1 试验分组如下：

——样品组：发束损伤后用试验样品处理。

——对照组（阴性对照或空白对照）：发束损伤后用对照样品处理。

8.2.2 配制质量浓度为 1%的十二烷基硫酸钠水溶液，将溶液置于烧杯中，并在恒温水浴槽中加热至

37℃。将 10 束发束浸没于溶液中浸泡 30min（发束与溶液质量比为 1:10），然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并

印干水分，置于温度（22±2）℃，相对湿度（50±10）%的环境中放置 12h 以上。

8.2.3 随机取 10 束发束进行损伤处理，损伤程序可参考附录 A。
注：也可购买受损发束，每次测试需使用同一批次的发束。

8.2.4 用梳子将每束发束正反面交替梳理三次，使其无打结情况，然后将发束固定在梳理仪的夹具上。

设置梳理程序，分别测试 10 束发束的梳理力-位移曲线，每束发束至少重复梳理 3 次，计算梳理功均

值。

8.2.5 将 10 束受损发束随机分为样品组、对照组，每组 5 束，要求组间梳理功无显著差异（P＞
0.05）。

8.2.6 依据产品的使用说明或参照附录 B 处理样品组发束和对照组发束。

8.2.7 发束用毛巾印干水分，然后置于恒温恒湿环境中悬挂 12h 以上晾干。

8.2.8 进行梳理功测试，操作同 8.2.4。

9 数据分析

9.1 毛鳞片评分

按式（1）计算每根发丝的评分均值 N 。

�� = �1+�2
2

························································ (1)

式中:

��——一根发丝的评分均值；

�1, �2——一根发丝中两个位点的评分。

对每组的评分进行独立样本秩和检验，双尾检验，显著性水平为α=0.05。

9.2 梳理性测试

按式（2）计算每束发束的梳理功变化率ΔW(%)。
��(%) = (�1−�2)

�1
× 100%··

············································ (2)

式中：

ΔW(%) ——梳理功变化率，%；

W1——样品处理前的梳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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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样品处理后的梳理功；

对每组的梳理功变化率进行正态分布检验，若符合正态分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若不符合正态

分布，采用独立样本秩和检验。上述统计分析均为双尾检验，显著性水平为α=0.05。

10 判定标准

10.1 样品组毛鳞片评分显著大于阴性（或空白）对照组，且样品组毛鳞片评分不显著小于正常头发

毛鳞片评分。

10.2 样品组梳理功变化率显著大于阴性（或空白）对照组，或样品组梳理功 W2显著小于阴性（或空

白）对照组。

10.3 若以上两项指标均有效，则说明试验样品具有修护功效。

11 检验报告

试验报告一般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或境内责任人名称、地址等相关信息；

——功效宣称评价机构名称、地址等相关信息；

——产品名称、数量及规格、生产日期或批号、颜色和物态等相关信息；

——试验项目和依据、试验的开始与完成日期、材料和方法、试验结果、试验结论等相关信息；

——检验报告应有授权签字人签字，归档报告应有检验人、校核人和技术负责人分别签字，均需

加盖试验机构检验检测专用章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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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受损头发制备方法

A.1 试剂

A.1.1 过氧化氢溶液，化学纯或以上规格；

A.1.2 氨水溶液，化学纯或以上规格。

A.2 制备方法

配制过氧化氢和氨水的混合溶液（临用现配），建议混合溶液中过氧化氢浓度为9%，氨水浓度为

3%。将混合溶液置于烧杯中，于恒温水浴槽中加热至37℃，然后将发束浸没于混合溶液中漂白处理

30min。将漂白后的发束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在自来水中浸泡30min（自来水重量为发束重量20倍以

上），将发束梳理至无死结，然后置于恒温恒湿环境中悬挂12h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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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用样量和用样方法

表B.1提供了用样量和用样方法。

表 B.1 用样量和用样方法

产品类型 用样量/g头发 用样方法

洗发水类产品 0.2g

将发束润湿后，在发束上均匀涂抹然后揉搓1min，梳理通顺后用自来水冲洗

1min。对照组发束可使用基质或（10～15）%的十二烷基硫酸钠水溶液洗涤洗

涤，也可设置为空白对照，不使用任何产品，其余操作与样品组相同。

护发素等洗去型

护发产品
0.2g

每轮处理前需先使用（10～15）%的十二烷基硫酸钠水溶液（或同类型发用洗

涤产品）对发束进行洗涤，然后按照样品使用说明处理发束。对照组发束仅

进行洗涤处理（所用洗涤产品与样品组相同），其余操作与样品组相同。

精油等驻留类产品 (0.04～0.08)g

每轮处理前需先使用（10～15）%的十二烷基硫酸钠水溶液（或同类型发用洗

涤产品）对发束进行洗涤，然后按照样品使用说明处理发束，对照组发束仅

进行洗涤处理（所用洗涤产品与样品组相同），其余操作与样品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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