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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重金属检测方法的现状研究

杨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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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化妆品中重金属检测至关重要，关系到消费者健康。当前化妆品重金属检测方法呈现多样化。本文对化

妆品重金属检测方法的现状进行了研究。阐述了化妆品中重金属的危害性，包括铅、砷、汞等对人体的不良影响。分

析了重金属的来源，如人为加入、原材料不达标及生产清洁度不足等。详细介绍了紫外线分光光度法、电化学法、原

子荧光法、电感耦合光谱法和电感耦合体质谱法等检测方法。旨在为化妆品质量控制和安全监管提供参考，以确保消

费者使用安全的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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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化妆品市场的蓬勃发展，其安全性日益

受到关注。化妆品中的重金属超标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

严重威胁。了解重金属的危害性及来源，掌握有效的

检测方法至关重要。重金属的危害多样，来源也较为复

杂。而不同的检测方法各有特点，其准确性、灵敏度及

成本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深入研究化妆品重金属检

测方法的现状，对于保障化妆品质量和消费者健康具有

重要意义。

1 化妆品当中重金属的危害性

1.1  铅危害
化妆品中的铅危害不容小觑，铅进入人体后会在体

内逐渐积累。长期使用含铅化妆品，会使皮肤变得脆弱敏

感，出现红斑、瘙痒等过敏症状，严重影响皮肤的健康状

态。铅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造成损害，使人出现头痛、头

晕、乏力等症状，影响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对于儿童和

孕妇来说，危害更为严重。儿童身体发育尚未成熟，铅会

影响其大脑发育，导致智力低下、学习困难等问题。孕妇

若接触含铅化妆品，铅可能会通过胎盘传递给胎儿，对胎

儿的生长发育产生不良影响，增加胎儿畸形、早产等风

险。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化妆品中铅的危害，选择安全

可靠的化妆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2  砷危害
砷元素的危害不容忽视，作为一种毒性极大的元

素，它在自然界中的存在往往对人类健康构成潜在威

胁。在正常生理条件下，人体若不慎摄入少量砷元素，

得益于自身的代谢和排泄机制，大部分砷可以通过尿

液、汗液等途径被及时排出体外，通常不会在人体内积

累，因此不会立即产生显著的毒性作用。然而，一旦摄

入的砷元素超出人体自我清除的能力范围，情况便变得

棘手。过量的砷会在体内逐渐累积，悄无声息地侵蚀着

人体的各个器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器官的功能将

逐渐衰退，直至丧失。更为严重的是，砷中毒还可能影

响人体的整体运行速度，导致机体功能下降，生活质量

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砷元素的危害，采

取有效措施预防砷中毒的发生[1]。

1.3  汞危害
汞元素在化妆品中的存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这种重金属的化合物具有极强的渗透性，能够轻易地穿

透皮肤屏障，并在人体内长期滞留。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汞化合物会逐渐积累，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造成

严重的损害。特别是无机汞元素，其毒性更为强烈。一

旦进入人体，无机汞会迅速作用于肾脏，干扰肾小球的

过滤功能，导致体内废物和毒素无法正常排出。这种损

害不仅会影响肾脏的健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全身性的

疾病。

2 化妆品中重金属的来源

2.1  人为加入
在化妆品中，重金属有时会被人为加入，主要有以

下一些原因。一方面，某些不良商家为了追求化妆品的

特定效果而违规添加重金属。例如，为了使美白产品

能快速见效，可能会添加铅，因为铅能抑制黑色素的形

成，使皮肤在短时间内看起来更加白皙。还有些眼影、

唇膏等彩妆产品可能会添加汞，以增强其色彩的鲜艳度

和持久度。另一方面，一些不法生产商为了降低成本，

可能会使用含有重金属的劣质原料，这些原料可能在生

产过程中受到了污染，或者本身就含有较高含量的重金

属。而这些生产商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没有对原料进

行严格的检测和筛选，从而导致化妆品中含有重金属。

这种人为加入重金属的行为，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健

康，必须受到严厉的监管和打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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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使用原材料不达标
在化妆品的生产过程中，原材料的质量是至关重要

的。然而，自然环境中的重金属无处不在，这就给化妆

品的原材料选择带来了挑战。特别是粉底和眼影等彩妆

产品，由于其需要具有一定的遮盖力和色彩效果，往往

需要使用含有重金属的矿物质作为原料。如果对这些矿

物质中的重金属含量和质量不能进行有效的控制，就很

容易出现金属超标的问题。这不仅会影响化妆品的品质

和安全性，还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潜在的威胁。重

金属超标可能导致皮肤过敏、色素沉着，甚至引发更严

重的健康问题。

2.3  生产清洁度不够
化妆品的生产过程中，清洁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

素。在生产环节中，水是不可或缺的原料，但如果其质

量未能达到既定的标准，就可能携带杂质和重金属，进

而在化妆品中造成污染。此外，化妆品与包装材料的接

触也是一个潜在的污染源。若包装材料的质量不达标，

特别是其表面含有重金属或其他有害物质，就可能通过

接触渗入化妆品中。再者，化妆品生产所使用的设备若

清净度不够，也可能在生产过程中将重金属等污染物带

入产品中。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可能导致化妆品中的重

金属含量超出安全标准，进而威胁到消费者的健康。

3 化妆品重金属检测法

3.1  紫外线分光光度法
紫外线分光光度法是化妆品重金属检测中的一种重

要方法。该方法主要利用不同物质对紫外线的吸收特性

来进行检测。在化妆品重金属检测中，通常会先对样品

进行预处理，使其处于适合检测的状态。对于紫外线分

光光度法来说，一般是将化妆品样品进行溶解、稀释等

操作，以便更好地进行后续的检测分析。当紫外线照射

到含有重金属的化妆品样品时，样品中的重金属离子会

对特定波长的紫外线产生吸收。通过测量样品对不同波

长紫外线的吸收程度，可以确定样品中重金属的含量。

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优点，例如操作相对简单，不需要

特别复杂的仪器设备，检测成本相对较低。然而，紫外

线分光光度法也存在一些局限性。该方法的选择性相对

较差，容易受到其他物质的干扰。化妆品中往往含有多

种成分，这些成分可能会对重金属的检测产生干扰，从

而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该方法的检测灵敏度有限，

对于含量较低的重金属可能难以准确检测。为了提高紫

外线分光光度法在化妆品重金属检测中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在样品预处理过程中，

采用更加有效的分离和纯化方法，去除可能干扰检测的

其他物质。并可以结合其他检测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以

弥补紫外线分光光度法的不足[3]。

3.2  电化学法
电化学法是一种在化妆品重金属检测中具有重要地

位的方法。它主要利用电化学反应的原理来测定化妆品

中重金属的含量。电化学法通常包括阳极溶出伏安法、

电位分析法等。阳极溶出伏安法是一种较为常用的电化

学检测手段。在该方法中，首先将化妆品样品进行适当

处理后，置于特定的电解池中。通过在电极上施加一定

的电位，使样品中的重金属离子在电极表面发生还原反

应并沉积下来。然后，改变电极电位，使沉积的重金属

重新溶出，产生电流信号。根据电流信号的大小，可以

定量分析化妆品中重金属的含量。这种方法具有较高的

灵敏度，能够检测到较低浓度的重金属。 电位分析法也

在化妆品重金属检测中有一定的应用。它是通过测量电

极电位的变化来确定溶液中重金属离子的浓度。例如，

电位滴定法可以准确地确定化妆品中某些重金属离子的

含量。电位分析法具有操作简单、快速的优点。电化学

法在化妆品重金属检测中具有一些突出的优势。它的检

测设备相对简单，成本较低，便于在不同规模的检测机

构中推广应用。电化学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选择性，

能够准确地检测出化妆品中的微量重金属。检测速度较

快，可以满足快速检测的需求。电化学法也存在一些局

限性。例如，检测结果可能会受到样品中其他离子的干

扰，影响检测的准确性，电极的稳定性和重现性也会对

检测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3.3  原子荧光法
原子荧光法作为一种高效、灵敏的化妆品重金属检

测方法，在保障化妆品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方

法的原理是特定重金属元素在特定条件下被还原为原子

态后，会吸收特定波长的光辐射而被激发，当处于去激

发过程时，便会发射出特征波长的荧光。检测人员通过

精确测量荧光的强度，能够准确地确定化妆品中重金属

的含量。在化妆品检测领域，原子荧光法对砷、汞等重

金属的检测展现出独特优势。其具有较高的灵敏度，能

够检测到极低浓度的重金属。在化妆品中，即使是微量

的砷、汞等重金属也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而

原子荧光法的高灵敏度对于保障化妆品的安全性至关重

要。该方法的选择性较好，能够有效区分不同的重金属

元素，从而减少干扰，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此外，

原子荧光法的操作相对较为简便，分析速度较快。随着

科技的不断发展，仪器设备也在持续进步和完善，使得

检测更加自动化和高效化。检测人员可以在较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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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对大量化妆品样品的检测，为化妆品生产企业和

监管部门提供及时的检测结果。然而，原子荧光法也并

非完美无缺。对于某些复杂基质的化妆品样品，可能需

要进行较为复杂的前处理。化妆品中往往含有多种成

分，这些成分可能会对重金属的检测产生干扰。为了消

除干扰因素，检测人员需要采用合适的前处理方法，这

增加了检测的难度和时间成本，仪器的维护和校准也需

要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操作。只有确保仪器处于良好的工

作状态，才能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3.4  电感耦合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OES）是一种广

泛应用于化妆品重金属检测的先进技术。该方法利用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作为激发源，将样品中的待测元素原子

化并激发至高能态，当元素从高能态回到基态时会发射

出特定波长的光。通过检测这些光的强度，可以准确地

确定化妆品中各种重金属元素的含量。电感耦合光谱法

具有诸多优点。它具有很高的灵敏度，能够检测到微量

的重金属元素。该方法可以同时分析多种元素，大大提

高了检测效率。此外，它的准确性和重复性也非常好，

能够为化妆品的质量控制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在化妆

品检测中，ICP-OES 可以快速、准确地检测出铅、汞、
镉、砷等常见的有害重金属。对于不同类型的化妆品，

无论是液态、膏状还是粉状，都能进行有效的分析。然

而，电感耦合光谱法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仪器设备较为

昂贵，运行成本较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操作和

维护。而且，对于一些复杂的样品，可能需要进行适当

的前处理，以消除干扰因素。

3.5  电感耦合体质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是一种强大的

分析技术，在化妆品重金属检测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ICP-MS 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将化妆品样品中的元素离
子化，产生的离子通过质谱仪进行分离和检测。这种方

法能够快速、准确地测定化妆品中多种重金属元素的含

量，如铅、汞、镉、砷等。其优势十分明显。一方面，

具有极高的灵敏度，能够检测到极低浓度的重金属，确

保化妆品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可同时分析多种元素，

大大提高了检测效率。而且，该方法的准确性和重复性

良好，为化妆品质量控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持。 然

而，ICP-MS 也并非完美无缺。仪器设备价格昂贵，这使
得检测成本较高，对于一些小型检测机构或企业来说可

能存在一定的经济压力，检测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氩

气，这也增加了成本。此外，对操作人员的专业技术要

求较高，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熟练掌握操作方法和

数据分析技巧。尽管存在一些挑战，但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在化妆品重金属检测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随

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本的逐渐降低，相信它将在化妆

品质量监管和安全保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化妆品重金属检测方法在不断发展和进步

中。各种检测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局限性，在实际应

用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未来，应继续加强检测

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提高检测的准确性、灵敏度和效率。

同时，加强化妆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从源头上减少

重金属的引入，以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相信随着科

技的不断进步，化妆品重金属检测方法将更加完善，为化

妆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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