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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例化妆品不良反应分析 
赵丽丽 

（长春市食品药品安全监测中心，化妆品、药物滥用监测部，吉林长春 130000） 

摘要：目的：探讨临床化妆品不良反应的现象和规律，为降低化妆品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对收集的 160 例化妆品不良

反应患者从发病人群、发病特点、化妆品品种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160 例化妆品不良反应发生者当中，148 例为女性（92.5%），男性 12 例

（7.5%）。160 例化妆品不良反应中，6 例有化妆品不良反应过敏史（3.75%）；药物过敏史的 8 例（5.00%）；食物过敏史占 9 例（5.63%）。本次

收集数据显示化妆品不良反应发生年龄段在 20 岁到 40 岁居多（92.5%）。从类别上看，排名前三的有护肤类、防晒类和美容修饰类。不良反应

主要症状有红斑（50.63%）；水肿（10.63%）；粉刺（8.13%）等。不良反应类型排名前三的是化妆品接触性皮炎（78.75%）、化妆品毛发损害（8.75%）、

化妆品痤疮（5.63%）。斑贴试验商场来源化妆品的阳性例数是 21（14.79%）；网购阳性例数 9（39.13%）；代购阳性例数 2（1.67%）；美容美发

机构阳性例数 4（28.57%）等。结论：化妆品不良反应人群主要为女性，化妆品不良反应类型以接触性皮炎为主，应加强网购等来源的化妆品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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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是指以涂抹、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散布于人体表面的

任何部位，如皮肤、毛发、指趾甲、唇齿等，以达到清洁、保养、美

容、修饰和改变外观，或者修正人体气味，保持良好状态为目的的化

学工业品或精细化工产品。化妆品不良反应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正

常使用化妆品所引起的皮肤以及人体局部或全身性的损害，是化妆品

的安全风险之一。化妆品的不良反应包括八种类型：化妆品接触性皮

炎、化妆品痤疮、化妆品毛发病、化妆品色素异常性皮肤病、化妆品

接触性皮炎、化妆品甲病、化妆品唇炎、化妆品接触性荨麻疹[1]。斑

贴试验不仅是诊断化妆品接触性皮炎的金标准，还对其他化妆品不良

反应的评估及诊断起到重要作用[2]。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收集某院 2017 年至 2018 年上半年上报的 160 例化学品不良反应

报告，将数据导入 Excel 表中进行汇总分析。 

1.2 方法 

采用斑贴试验，结果判断标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2 结果 

2.1 人群基本信息分布情况 

160例化妆品不良反应发生者当中，148例为女性，占92.5%，男

性12例，占7.5%。本次收集数据显示化妆品不良反应发生年龄段在

20岁到40岁居多，占92.5%。年龄及性别构成见表1。 

表1 被调查者年龄及性别构成 

年龄/岁 女性/人 男性/人 总人数 占比（%） 

＜21 12 2 14 8.75% 

21-30 101 9 110 68.75% 

31-40 17 1 18 11.25% 

41-50 14 0 14 8.75% 

50-60 3 0 3 1.875% 

＞61 1 0 1 0.625% 

合计（%） 148（92.5%） 12（7.5%） 160 100.0 

2.2 过敏史情况 

160 例化妆品不良反应中，6 例有化妆品不良反应过敏史，占

3.75%；药物过敏史的 8 例，占 5.00%；食物过敏史占 9 例，占比 5.63%。

具体情况见表 2。提示过敏史可能影响化妆品不良反应。 
2.3 化妆品相关信息 
检测到的化妆品不良反应中，共涉及 316 中化妆品，71 个品牌。

其中普通化妆品种类 296 个，占 93.67%，特殊种类 20 个，占 6.33%；

从类别上看，排名前三的有护肤类、防晒类和美容修饰类，其他具体
见表 3。化妆品获得的来源主要有商场超市专柜，占比 66.14%；网
购，占比 15.82；美容美发机构，占比 8.54%；代购，占比 7.91%；
其他，占比 1.58%，具体见表 4。 

表 2 过敏史情况 

分类 化妆品不良
反应过敏史 

占比 药物过 
敏史 

占比 食物过 
敏史 

占比 

有 6 3.75 8 5 9 5.63 
无 130 81.25 142 88.75 139 86.87 

其他 24 1.50 10 6.25 12 7.5 

表 3 涉及化妆品类别及数目 

类别 数量 占比（%） 

护肤类 215 68.05 
防晒类 23 7.23 

美容修饰类 36 11.39 
香水类 22 6.96 
祛斑类 12 3.80 
烫发类 8 2.53 

总计 316 100% 

表4 涉及化妆品获得来源及所占比例 

产品来源 例数 占比（%） 

商场超市专柜 209 66.14 
网购 50 15.82 

美容美发机构 27 8.54 
代购 25 7.91 
其他 5 1.58 
总计 316 100% 

2.4 不良反应主要症状及类型 
不良反应主要症状有红斑，占比 50.63%；水肿，占比 10.63%；

粉刺，占比 8.13%等。具体症状见表 5。不良反应类型有化妆品接触
性皮炎、化妆品毛发损害、化妆品痤疮、激素依赖性皮炎、化妆品唇
炎、化妆品甲损伤、化妆品荨麻疹等，排名前三的是化妆品接触性皮
炎、化妆品毛发损害、化妆品痤疮，分别占比 78.75%、8.75%、5.63%，
具体情况见表 6。 

2.5 化妆品斑贴试验 
化妆品来源有商场、网购、代购、美容美发机构、电视购物和药

店，其中商场来源化妆品的阳性例数是 21，阳性率 14.79%，网购阳
性例数 9，阳性率 39.13%，代购阳性例数 2.阳性率 1.67%，美容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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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阳性例数 4，阳性率 28.57%，电视购物斑贴列数 2，阳性率 100%，
药店阳性例数 0，阳性率 0.00%。具体见表 7。 

表5 不良反应主要症状 

主观症状 例次 占比（%） 

红斑 81 50.63 
水肿 17 10.63 
粉刺 13 8.13 
丘疹 11 6.88 

毛细血管扩张 9 5.63 
色素沉着 8 5.00 

渗出 7 4.38 
斑块 7 4.38 
结疤 5 3.13 
风团 1 0.63 
其他 1 0.63 
总计 160 100% 

表6 不良反应类型及所占比例 

不良反应类型及所占比例 例数 占比（%） 

化妆品接触性皮炎 126 78.75 
化妆品毛发损害 14 8.75 

化妆品痤疮 9 5.63 
激素依赖性皮炎 7 4.38 

化妆品唇炎 1 0.63 
化妆品甲损伤 1 0.62 
化妆品荨麻疹 1 0.62 

其他 1 0.62 
总计 160 100 

表7 不同来源化妆品皮肤斑贴试验阳性率 

临床类型 斑贴 
例数 

阳性 
例数 

阳性率（%） 所占比例
（%） 

商场 142 21 14.79 88.75 
网购 23 9 39.13 14.38 
代购 12 2 1.67 7.5 

美容美发
机构 

14 4 28.57 8.75 

电视购物 2 2 100.00 1.25 

药店 1 0 0.00 0.63 

总计 160 38  100.00 

3 讨论 

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以及科技的发展，化妆品在

人们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管各个年龄段，都会用到形

形色色的各类化妆品，如染发剂、洗面奶、精华液、面霜、口红等。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8 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显示，化妆

品类零售总额排名第五，同比 2017 年增长 9.60%。我国已成为世界

第二大化妆品消费大国。我国自 2016 年开展化妆品生产企业两证合

一以来，化妆品监管日趋规范。但是，由于监管以及一些不法分子的

存在，造成化妆品安全监管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化妆品的安全风险也

随之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化妆品不良反应就是其风险之一。 

斑贴试验是诊断化妆品接触性皮炎的重要检查手段：通过对标准

抗原或自制抗原进行斑贴试验, 可以帮助受试者找出致敏物质, 确定

其与临床的关系；通过斑贴试验, 可以帮助使用者确认致敏化妆品, 

避免引起更大的损失。在化妆品领域, 斑贴试验对终产品安全性评

估、配方及原料的筛选与优化、化妆品皮肤病的临床研究等方面都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从本实验数据看，使用来源于网购的化妆品

的人群，斑贴试验阳性率为 39.13%，提示我们网购的化妆品会产生

不良反应的概率更大。 

从本实验数据可知，化妆品不良反应的年龄段主要在 20-40 岁，

且以女性为主，这可能是因为如今的社会女性使用化妆品的情况远大

于男性，且年龄也较年轻。本组数据中，化妆品来源较多，其中来源

于网购的化妆品存在的不良反应问题最多，这可能是因为网购的化妆

品大多卫生质量不合格、先用物质超标，这些问题增大了患者的损失，

所以应该引起重视，加强监管力度，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也有研究表

明，天气情况也可能改变不良反应发生的情况[4]。当消费者出现不良

反应时，往往未及时停止并前往医院就医[5]。因此，在加强对化妆品

的监管力度时，还因提高消费者对化妆品不良反应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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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情景教学的实效；护士考试链接环节增强了学生的应试教育能力。

除此之外，本次教学设计也存在以下有待提高的方面：技能实训环节

时间紧凑，未能及时关注到每位学生的学习状态，信息化教学方法需

要进一步丰富。 

综上所述，教学设计需要以学生的学情分析为基础[3]，依据护理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基础护理学》课程标准、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

纲以及护理岗位能力标准[4]，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目标，确定教学重

点与难点。同时，教学过程中，应采取如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等

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增强教学效果[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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