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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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广州鲁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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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斑马鱼表皮具有一定的渗透压耐受范围，超过耐受范围将产生脱水现象，因此用高渗透溶液可以建

立斑马鱼补水保湿模型。斑马鱼用氯化钠处理，由于渗透压的原因皮肤表面将会失水皱缩，导致斑马鱼

整体因脱水皱缩而变小，通过对尾部长度的影响评价化妆品的补水保湿效果。



T/CASME XXXX—2023

1

化妆品 保湿功效的测定 鱼胚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妆品 保湿功效的测定 鱼胚法的术语和定义、缩略语、试验材料、测定操作、计算

结果、判定依据。

本文件适用于化妆品的保湿功效测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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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版）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hpf ：受精后小时（hour post fertilization）

5 测定材料

测定用鱼

本次测试所用斑马鱼为AB系斑马鱼。

主要测定仪器

a) 斑马鱼养殖单元。

b) 连续变倍体式显微镜。

c) 曲线控制生化培养箱。

d) SQP 万分之一电子天平。

主要测定材料

氯化钠（2%）、透明质酸钠（0.2%）。

5.3.1 溶液配制

——空白对照：标准稀释水

称量NaCl（3.5g）、NaHCO3（0.2g）、KCl（0.05g）和CaCl2（0.1175g），加入蒸馏水定容至1000mL，

真空过滤器（孔径0.2μM）过滤，高压灭菌锅灭菌，常温备用。

——模型对照组：2.0%氯化钠溶液

称量1000.0mg的氯化钠于50.0mL EP管中，加入50mL的标准稀释水溶解。

——阳性对照组：0.2%透明质酸钠

称量10.0mg的透明质酸钠于10.0mL EP管中，加入10mL的2%氯化钠溶液溶解。

——样品组：

用2%氯化钠溶液配制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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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定操作

测定设置空白对照组、模型对照组、阳性对照组和不同浓度的样品组，每组 10 尾。

随机挑选发育正常的 72hpf 野生型斑马鱼胚胎于载玻片上使其平躺，体式显微镜下局部拍取斑马

鱼尾鳍长度（拍摄视野为尾鳍缺口处至整条尾巴），记为 0min，之后各组分别采用此方法进行拍照处

理。

将斑马鱼胚胎转移至 96 孔细胞培养板中，1尾/孔，每孔加入 150μL 溶液，置于 28℃恒温培养箱

孵育 20min。20min 后，将斑马鱼置于载玻片上使其平躺，体式显微镜下局部拍取斑马鱼尾鳍长度，记

为 20min，之后各组分别采用此方法进行拍照处理。

用 Image J 测量斑马鱼尾部长度。

6.4.1 导入要测量的斑马鱼胚胎照片，如图 1。

图 1

6.4.2 选择直线工具，测量范围为尾鳍缺口处至整条尾巴，如图 2。

图 2

6.4.3 从尾鳍缺口处按住鼠标左键画直线，直到尾巴末端（透明鱼鳍部分不要），如图 3。

图 3

6.4.4 点击 Ctrl+m，取 length 值为测量出来的尾巴长度。

图 4

7 计算结果

按照公式计算斑马鱼尾部长度收缩率（%）

×100%

使用GraphPad Prism 8统计分析软件（或类似功能的其它工具）对各组别中斑马鱼尾部长度收缩率

进行统计分析，数值用均值±标准误（Mean ± SEM）表示。

8 判定依据

测试指标 判定标准

尾部长度收缩率（%）
受试物与模型对照组相比，斑马鱼尾部长度收缩率越小，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说明受试物在该受试浓度下具有抑制斑马鱼脱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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