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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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稀物集（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稀物集（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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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护肤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

是在抗衰老领域，消费者对抗老化护肤品的需求日益旺盛。然而，由于肤质差异、环境因素和产品研发

等多方面原因，市场上现有的抗老化护肤品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人的肤质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

品的使用效果和消费者的满意度。 

为了规范和指导适合中国人肤质的抗老化护肤品的开发工作，提高产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保障消

费者的使用安全和效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结合中国人肤质特点和抗老化护肤品的市场需

求，特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旨在提供一套科学、系统、实用的开发指南，涵盖产品开发原则、开发流程、成分选择和配

比、安全性评价等各个环节，以期为相关企业和研发机构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推动适合中国人肤质

的抗老化护肤品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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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中国人肤质的抗老化护肤品开发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适合中国人肤质的抗老化护肤品的开发原则、开发流程、成分选择和配比、安全性评

价、功效评价、稳定性评价、标签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适合中国人肤质的抗老化护肤品的开发。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适合中国人肤质的抗老化护肤品  anti aging skin care products suitable for Chinese skin 

专门针对中国人群皮肤特点设计和生产的，能够有效预防和延缓皮肤老化迹象，如皱纹、松弛、干

燥、色斑等，同时符合安全性和稳定性要求的护肤品。 

4 开发原则 

安全性原则 

产品开发过程中，确保不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不引起刺激性反应或过敏反应。现有生产技术条件

下无法避免将风险物质带入到化妆品中时，需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估，保证使用安全。 

功效性原则 

产品需具备良好的改善皮肤老化的功效，产品中的活性成分能有效促进皮肤细胞的更新和修复，提

高皮肤的弹性和光泽度。 

稳定性原则 

产品需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能够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保持其原有的功效和质地，确保产品形状、香气、

颜色、功效在有效期内不改变。 

适用性原则 

考虑到中国人肤质的多样性，应针对不同肤质类型（如干性、油性、混合性、敏感性等）和不同年

龄段的人群进行设计和调整，确保产品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可持续性原则 

产品开发过程中，宜尽量使用可再生资源、环境友好型材料和低碳环保的生产工艺，以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 

5 开发流程 

市场调研与需求分析 

5.1.1 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以及当前市场上的抗老化护肤品的市场趋势和竞争格局。 

5.1.2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焦点小组等方式收集消费者意见和反馈，为产品开发提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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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念与定位 

5.2.1 基于市场调研结果，明确产品的概念、定位和目标消费者群体。 

5.2.2 确定产品的主要功效和特点，如淡化皱纹、紧致肌肤、提亮肤色等。 

配方设计与实验室制备 

5.3.1 根据产品概念和定位，选择合适的活性成分和辅助成分，并进行科学配比。 

5.3.2 在实验室进行小批量制备，对配方进行优化和调整，确保产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功效评价与安全性测试 

5.4.1 通过体外实验和/或人体试验，评估产品的功效和安全性。 

5.4.2 检查产品是否对皮肤产生刺激、过敏等不良反应。 

中试与规模化生产 

5.5.1 在中试阶段，对生产工艺、设备、原料等进行验证和优化。 

5.5.2 确保生产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为规模化生产做准备。 

产品稳定性与相容性测试 

5.6.1 对产品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稳定性进行测试，如温度、湿度、光照等。 

5.6.2 检查产品与包装材料的相容性，确保产品在包装过程中不会发生变化。 

产品包装与标签设计 

5.7.1 根据目标消费者的审美偏好和市场趋势，设计产品包装和标签。 

5.7.2 确保包装材料符合相关法规和标准，标签信息准确、清晰。 

6 成分选择及配比 

成分选择 

6.1.1 一般要求 

6.1.1.1 开发主体可使用《已使用化妆品原料名称目录》中规定的物质，或经国家主管部门备案或注

册的化妆品新原料。 

6.1.1.2 开发主体不可使用《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和《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中规定的

成分。 

6.1.1.3 鼓励和支持开发主体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结合我国传统优势项目和特色植物资源，研究开发

适合中国人肤质的抗老化护肤品。 

6.1.2 活性成分 

可重点选择经科学验证，对改善皮肤老化有明确效果的活性成分，如胶原蛋白、透明质酸、抗氧化

剂（如维生素C、维生素E、辅酶Q10等）、多肽等，能促进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增强皮肤的弹性和保

湿度，减少皱纹和松弛现象。 

6.1.3 辅助成分 

辅助成分主要起到增强产品稳定性、改善产品质地、提高皮肤吸收率等作用，包括乳化剂、增稠剂、

保湿剂、防腐剂等。在选择这些成分时，需确保其与活性成分相容，且不会对皮肤造成刺激或过敏。 

6.1.4 天然成分 

考虑到中国人肤质情况及市场偏好，可以优先选择来源于天然植物、动物或微生物的成分，如中草

药提取物、海洋生物提取物等，确保具有较好的亲和性和安全性。 

成分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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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科学配比 

需基于科学的实验数据和理论依据，确保各成分之间的比例合理，能够发挥最佳的功效和协同作用。

需要通过实验室研究、临床试验等方式来确定最佳的成分配比方案。 

6.2.2 个性化配比 

针对不同肤质类型和年龄段的人群，可以设计不同的成分配比方案。例如，对于干性皮肤，可以增

加保湿成分的比例；对于油性皮肤，可以选择控油效果较好的成分进行配比。 

6.2.3 安全性考虑 

在成分配比过程中，需始终关注产品的安全性。避免使用对皮肤有刺激或潜在风险的成分，确保产

品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不会对皮肤造成损害。 

7 安全性评价 

开发主体依据《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进行安全性评价。 

化妆品的成分通常是合成来源的化学物质或天然提取物的混合物。在开发过程中，为确保成分的

安全性，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原料的毒理学数据、相关潜在杂质、物理化学性质、与配方中的其他成分

潜在相互作用、在皮肤渗透中的可能作用以及使用和暴露条件。 

产品安全性评价还包括如下内容： 

a) 原料安全性评估 

1) 对所有原料进行安全性评估，确保其符合国内外法规要求，如无毒、无刺激、无致敏等； 

2) 检查原料的来源和纯度，确保不含有害物质或污染物； 

3) 评估原料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容性，以避免潜在的不良反应。 

b) 皮肤刺激性和过敏性测试 

1) 进行皮肤刺激性试验，如皮肤斑贴试验，以评估产品对皮肤是否产生刺激作用。 

2) 进行过敏性测试，如开放性涂抹试验或人体封闭性斑贴试验，以评估产品是否引起过敏反

应。 

c) 微生物学评价 

1) 检测产品中的微生物污染，如细菌、霉菌等，确保产品符合微生物学标准； 

2) 评估产品防腐剂的效能，确保产品在储存和使用过程中不受微生物污染。 

d) 毒性评估： 

1) 通过动物实验或体外实验，评估产品的急性毒性、亚急性毒性、慢性毒性等； 

2) 确保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对皮肤产生毒性作用。 

e) 临床安全性评估： 

1) 进行人体临床试验，评估产品在真实使用条件下的安全性； 

2) 观察产品使用后皮肤的反应，如红肿、瘙痒、刺痛等，以及是否出现不良反应。 

f) 安全性资料收集和整理 

1) 收集和分析国内外关于抗老化护肤品安全性的相关文献和资料； 

2) 整理和归档产品的安全性评价数据，为后续产品改进和市场监管提供依据。 

8 功效评价 

抗老化护肤品开发过程中，保证产品功效最为关键。需要开展抗老化功效评价，功效评价按《化妆

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执行。 

9 稳定性评价 

在研发过程中，宜根据产品的类型，选择关键性的项目进行稳定性评价试验，需要考虑的评价试

验如下： 

—— 物理稳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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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产品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外观稳定性，如色泽、质地、均匀性等是否发生变化； 

• 检测产品在储存和使用过程中是否出现分层、沉淀、结晶等不良现象。 

—— 化学稳定性评价： 

• 通过定期检测产品中关键成分的含量，评估其是否发生降解、氧化或转化等化学变化； 

• 分析产品在储存期间化学成分的变化趋势，判断其是否符合预设的保质期。 

—— 微生物学稳定性评价： 

• 监测产品在储存过程中的微生物污染情况，如细菌、霉菌等； 

• 评估产品防腐剂的效能，确保产品在有效期内能够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 包装材料相容性评价： 

• 评估产品包装材料与产品之间的相容性，确保包装材料不会对产品产生不良影响； 

• 检测包装材料中的化学物质是否可能迁移到产品中，从而影响产品的稳定性。 

—— 长期稳定性测试： 

• 通过长期储存实验，模拟产品在真实使用条件下的变化情况； 

• 设定多个时间点（如3个月、6个月、12个月等），定期检测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以评估 

其长期稳定性。 

—— 加速稳定性测试： 

• 在更高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进行加速稳定性实验，以缩短实验周期并快速评估产品的稳定 

性； 

• 通过加速实验，预测产品在正常储存条件下的表现。 

—— 稳定性数据的记录与分析： 

• 详细记录所有稳定性实验的数据，包括实验条件、测试方法、结果等； 

•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找出可能影响产品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并提出改进措施。 

10 标签 

产品的标签需要包含产品主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名称； 

——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编号； 

——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 

——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 

——净含量； 

——保质期（用生产日期、保质期或生产批号、限期使用日期等方式组合表示）； 

——生产企业的合法资质信息； 

——保存条件、使用注意事项和安全警示语； 

——根据产品特点需要标注的其他内容。 

产品标签不可标注内容： 

——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医疗作用的内容；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 

——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内容；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标注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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