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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研究

邓培旺 苏 茵
广东省安全生产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广东�广州�510000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仅仅满足于对衣食住行方面的要求，更增加了对化妆品的需求。但正

因为他的需求量不断的增加，化妆品质量更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有很多著名的品牌化妆品，对其质量安全检测出

有很多不安全的物质、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化妆品作为人们每天生活都要用到的物品。对其质量安全检测更要增加注

意，因此要不断提高化妆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增加对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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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化妆品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生活用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化妆品质量

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化妆品的功效不同，则为消费者提

供了更多的选择，但是化妆品行业也受到市场要素的影

响，出现了劣质产品的情况，严重损害了化妆品行业的

形象，也对消费者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对此要加强对

化妆品的安全质量检测是必要的。

1 化妆品质量检测必要性分析

化妆品加工工序复杂，需要加入各种的香料、色

素、防腐剂、功效物等，以此来达到美容美化的效果，

特别是彩妆类化妆品。同时为了延长化妆品的保质期，

会在化妆品中添加防腐剂和杀菌剂等。此外一些具有特

殊功效的化妆品中会添加相关的功效性成分，如具有美

白功效的化妆品中会添加美白成分。这些成分极有可能

含有有毒物质，给使用者的健康带来不良影响。所以，

对化妆品进行质量检测是极其必要的。

2 化妆品微生物污染现状

2.1  微生物污染来源
一般化妆品的微生物污染途径包括一次污染和二次

污染。一次污染指化妆品生产过程中引起的微生物污

染，包括原料、仪器、设备、生产、包装过程及储存条

件等引起的微生物污染。化妆品中的成分，多半属于富

含营养的有机物质，原料污染是一次污染的最大原因。

人体在正常状态下带有无数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可以从

生产人员体表带到产品中，还有仪器设备清洗、消毒不

完全或是未能按相关储存要求储存，通风不畅、潮湿的

环境以及内容物密封不严等，也会导致产品的污染与变

质。二次污染主要是指化妆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污染，

包括手部接触化妆品后将微生物带入，或空气中的微生

物落入使化妆品被污染。近年来，有很多探讨影响化妆

品二次污染因素的研究，可得出化妆品的种类、剂型、

包装方式、使用日期、保存方法以及个人卫生习惯均可

能引起化妆品二次污染[1]。

2.2  微生物污染现状
化妆品微生物污染的常见污染菌包括国标中提到的

粪大肠菌群、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和酵母

菌。近几年，关于化妆品二次污染检测的研究较多，

研究结果显示已使用过的化妆品的合格率低于未开封化

妆品，且使用时间越长受污染程度越高。就真菌而言，

由于其具有分布范围广、易传播等特点，易使化妆品受

到污染。目前有关于化妆品真菌污染的研究一直在进行

和发展中，然而多限于对真菌数量的测定，而缺乏对致

病种类的关注。分离并培养真菌，用于污染的面膜。根

据形态学观察和分子生物学分类法对真菌种类进行了分

类。这些分离物包括短刷霉、青霉菌、链格和枝状枝孢

霉。这些真菌的污染将对化妆品的质量和使用者的健康

构成巨大威胁。除检测常见污染菌外，其他特殊污染菌

在评价化妆品微生物污染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某医学

院学生以大学生使用的化妆品为研究对象，随机抽取139
种大学生使用的化妆品进行微生物卫生学检测。结果显

示，在粪大肠菌群检测到三种菌株，在金黄色葡萄球菌

和肺炎克雷伯菌检测到两种菌株，在铜绿假单胞菌、库

克突变型、黏质沙雷菌和产碱菌属检测到一种菌株。

2020年，美国药品检验检测研究所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大学中成药质量评价重点实验室检测到化妆品样品中

菌落总数超标，微生物自动快速检测分析系统将受污染

细菌鉴定为豕链球菌、考克氏玫瑰和成团泛菌。豕链球

菌是链球菌属，这种细菌偶尔在肺炎病例中被发现。近

年来，国外有报道称该菌可能是胎膜早破和宫颈机能不

全的发病机制。考克氏菌是革兰氏阴性球菌、考克氏菌

和耐辐射微生物，可作为诊断疾病的指示菌株化妆品质

量评价。成团泛菌对革兰氏持否定态度，包括氧芽孢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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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关于这种病原体的报道很少。据国外报道，它可能

会导致儿童脑膜炎和血液相关疾病。

3 化妆品微生物检测技术的探讨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以下简称
《规范》）明确规定，样品预处理后，应对总细菌数、

粪大肠菌群、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和酵母

五项微生物检测指标进行相应检测。对于菌落总数，

《规范》中规定的方法是一种传统的菌落计数方法，可

操作性强，但步骤复杂，准确度低。通过在14批化妆品
中人工添加三种常见试验菌，对《化妆品安全技术规

范》和细菌总数的检测方法进行了比较。两种方法的测

试结果表明，两种方法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

菌落总数测试片法具有简便、快速、轻便等优点，在化

妆品微生物检测中具有重要意义[2]。对于粪大肠菌群、绿

脓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规范》使用普通的浓缩分

离和培养方法对可疑的殖民地进行生化鉴定。该方法需

要准备各种培养基和试剂，操作繁琐，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粪大肠菌群和检出率的部分地区致病性较低。这三

种致病菌不是同步检测的，每种细菌都通过单独的实验

方法进行检测。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检出率化妆品微生

物检测的发展也进入了寻找更快更高的新方法的阶段。

早期，基于atp生物荧光技术，建立了一套适合微生
物快速检测的atp生物荧光扩增方法。它具有检测速度快
的特点，速度快、准确度高，可在48小时内实现样品中
细菌、霉菌和酵母菌的定性检测。但检测成本很高。将

化妆品中微生物的荧光光电检测系统与规范的微生物检

测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基

本相同，但在检测的及时性上存在显著差异。规范的微

生物检测方法需要五天时间来检测化妆品并发布可靠的

检测报告，而微生物荧光光电检测系统可以在16小时内
发出预警，35h可以在48小时内发出预警，检测化妆品中
的细菌、霉菌和酵母。微生物荧光光电检测系统检测速

度快，但检测成本高。微生物荧光光电检测仪器需要配

备微生物荧光光电检测系统。利用多重PCR技术建立了
化妆品中三种致病菌的快速检测方法。根据报道的phoa
基因、铜绿假单胞菌外膜蛋白基因oprL和金黄色葡萄球
菌大肠杆菌的特异性序列，Smal选择了特异性引物检测
人工染菌化妆品。结果表明，三种病原菌的基因组DNA
均能特异性结合各自的引物，扩增产物分别为622bp、
504bp和426bp。大肠杆菌的检测限为103 CFU/ml，铜绿
假单胞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测限为105 CFU/ml。
所建立的方法能快速、特异地同时检测化妆品中的三种

致病菌，在化妆品行业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但该方法

操作较常规方法成本高。不难发现，新的技术聚焦于实

现多个检验指标的同步检测，在快速检验的同时达到较

高的检出率和准确度。这三种常见的致病菌的新的检测

方法也在不断被探索，经过不断发展将可应用于化妆品

微生物高通量检验。如目前在金黄色葡萄球菌快速检测

方面迅速发展的免疫磁珠技术。利用羧基聚苯乙烯磁性

微球、兔抗金黄色葡萄球菌多克隆抗体进行分离富集，

将这一技术应用于食品中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检测。将这

一分离富集技术与其他快检方法结合可大大提高检测的

灵敏度等各项指标。如：免疫磁珠－多重聚合酶链式反

应、免疫磁珠富集－PCR法、免疫磁珠－环介导等温扩增
技术、免疫磁珠－ATP发光检测技术。这些方法目前都在
食源性病原微生物检测及医学诊断领域得到快速发展，

将这一技术与怡当的样品前处理方法结合应用于化妆品

微生物检验方面将建立一种快速高灵敏度的方法[3]。对于

化妆品中常见的污染菌铜绿假单胞菌，不同的铜绿假单

胞菌菌株中发现的完整基因组包括10000-40000个基因，
菌株之间的基因组排列可能有所不同，难以鉴定适合基

因标记的区域。因此，该菌的代谢组学是研究重点，新

的研究聚焦于找出除绿脓菌素外其他的代谢物。对于常

见的大肠杆菌的检测，新的方法主要以与光电分析技术

结合为着手点，针对霉菌和酵母菌这一检验指标，《规

范》规定的常规培养检测周期长、检出率低，今后的发

展更趋向于采用分子学技术。基于ITS序列的化妆品中
污染真菌检测与鉴定，该方法克服了常规方法的问题，

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真菌检测，但成本较高，可操作性不

强。定量重现性比较差，所以说实际的应用范围会受到

一定的限制。

4 化妆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应用的检测技术

4.1  超声辅助技术。超声辅助技术指的是采用高能
量的超声波或高频率的电磁波（频率一般在20kHz以上）
对液体产生作用，以撕裂液体使其产生空穴，这些空穴

闭合时又会产生瞬间高压细化液体中的相关物质，从而

能帮助检测人员更好地检测液体中的相关物质成分及含

量。该项检测技术具有操作简单、检测快速、准确率高

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化妆品的防腐剂、激素、磺胺类

抗生素及喹诺酮类抗生素检测中。

4.2  固相萃取技术。固相萃取技术是一种由液相色
谱技术和液固萃取技术结合产生的新型检测技术，将其

应用于化妆品检测中，主要是采用填料对化妆品中的组

分进行选择性吸附，并对吸附的组分进行分离、提纯，

得到检测所需样品，然后，将样品置于用甲醇活化平衡

Oasis HLB固相萃取柱上，再分别对样品进行水淋洗、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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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水淋洗，最后，采用相关仪器对样品进行检测，不仅
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率，且操作简便、回收率高和便于

重复检测[4]。该项检测技术主要被用于化妆品表面活性

剂、违禁药物组分、香豆素类化合物检测中。

4.3  离子色谱技术。离子色谱技术是一种采用高效
液相色谱对阳离子和阴离子进行分析的液相色谱检测技

术，具体来说，就是采用低交换容量的离子交换树脂为

固定相对离子性物质进行分离，然后，采用电导检测器

对离子流出物电导变化进行连续检测的检测技术，具有

交换平衡快、柱效高、检测效率高、机械强度高等众多

优势，目前，在化妆品安全质量检测中，其主要被应用

于禁用物质检测，如采用该项技术对化妆品中的六种烷

基胺和铵等物质进行检测，首先要采用乙腈对化妆品试

样进行浸泡和提取，再对提取的样品进行固相萃取，最

后，采用离子色谱仪行离子色谱测定，有研究证实，在

化妆品检测中应用该项技术进行质量安全检测，回收率

高达80.1-98.65%。
4.4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技术是一种融合了固相萃取技术、离子色谱技术及多级

质普分析的综合性检测技术，不仅具有离子色谱技术的

高分离能力，同时还具备多级质普分析的高鉴别能力，

这些技术组成使得其具有高选择性、高灵敏度、适用范

围宽、诊断准确率高等优势，将其应用于化妆品安全质

量检测，可适用于化妆品激素、抗生素、防腐剂、防晒

剂、着色剂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检测，如朱富强等人采

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行化妆品中防晒剂检测，结果
显示，该项检测技术可同时测定出化妆品中的15种紫外
吸收剂。

4.5  离子迁移谱技术。离子迁移谱技术也是化妆品质
量安全检测中常用的检测技术之一，它的检测原理为：

受电磁场的影响，会导致化妆品检测样品中的相关物质

转化成为离子，且这些离子会向弱电场迁移区移动，待

其到达弱电场迁移区后，又会与逆流的中心气体分子发

生不断碰撞，通过持续不断的碰撞，就可能导致离子的

迁移速率发生改变或发生分离，分离后的离子又可在不

同的时间到达离子门，最后，通过计算离子的迁移速度

和时间，便能对化妆品样品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该项

检测技术具有操作方便、检测迅速等优势，一般在现场

可快速筛查出化妆品的组分，因此，常被用于化妆品现

场安全质量检测及化妆品生产的全过程监督中。

4.6  毛细管电泳技术。毛细管电泳技术是一种根据化
妆品各组分的分配行为或各组分之间的电泳淌度差异对

其进行分离，然后，对分离的组分进行定量、定性分析

的检测技术，具有分离效率高、分析检测速度快、检测

模式多样等优势，如相关研究表明，该项检测技术只需

30min便可完成分离，在化妆品质量安全检测中，主要应
用生物大分子和某些化合物的定量检测.
结束语：安全问题一直都是广大人名群众最关心的

问题。对其生产的化妆品安全的安全方面检测的问题主

要包括非法添加、限用物质、超量微生物污染等。这些

行为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因此，不断发现新的对

化妆品质量安全检测的技术以及对原有的技术的提升，

显得尤为重要。在加强检测的同时又要打击在这些方面

非法犯罪。为化妆品质量安全保驾护航。安全始终都是

人们最关注的因素，对安全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的增

加，不仅仅是食品安全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化妆品的

安全的关注度更是在不断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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