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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冉国侠主编的《化妆品评价方法》在对皮肤和毛发生理学知识介绍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防晒、
保湿、抗皱等皮肤用化妆品的功效评价方法，以及染发、化学卷发、育发和抗头皮屑等发用化妆品的
功效性评价方法；并对人体外与在体评价方法作了分析比较。
本书对化妆品动物替代试验方法、全成分标识、天然/有机及纳米材料在化妆品中的应用、分子生物学
与美容修复等近几年的热点作了简要介绍；并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外监管模式和法规作了较充分
的介绍，且提供了化妆品相关的网络资源，以便读者进一步学习。
附录提供部分化妆品评价方法作为补充。
　　《化妆品评价方法》可供大中专院校化妆品相关专业的师生学习阅读，也可供化妆品研发、生产
、销售从业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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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化妆品的原料化妆品是多种原料成分复合而成的制品。
根据原料在化妆品中的作用，可分为三类：基质原料、辅助原料和功能性原料。
（1）基质原料。
基质原料是构成化妆品剂型的主体原料，主导化妆品的性质和功用。
基质原料又分为油质原料、粉质原料、胶质原料、表面活性剂等。
①油质原料是形成各种膏霜、乳液类化妆品的基体原料，赋予化妆品的油润感。
油质原料来源于动植物油脂及其衍生物，也来源于天然矿物油蜡。
②粉质原料是形成粉剂型化妆品的基体原料，在化妆品中起遮盖、吸收、展延、调色、填充等作用，
可赋予化妆品对皮肤的修饰性、黏附性和爽滑感。
常用于化妆品中的粉质原料有滑石粉、高岭土、膨润土、云母、钛白粉、锌白粉、硬脂酸镁、碳酸钙
、碳酸镁、改性淀粉等。
③胶质原料是面膜和凝胶剂型化妆品中的基体原料。
胶质原料多为水溶性高分子化合物，具有成膜性、胶凝性、黏合性、触变性、增稠性、悬浮性及助乳
化等特点，因而在化妆品中被广泛直用。
胶质原料为合成或天然改性高分子水溶性化合物，如聚乙烯醇、聚乙烯吡咯烷酮、羧甲基纤维素钠、
改性瓜尔胶等。
④表面活性剂包括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阳离子表面活性剂、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如十二烷基硫酸铵，具有发泡、去污的作用，在洗发水和沐浴液中用作去污剂。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具有成膜、抗静电、杀菌、乳化作用，因此不仅作为调理剂用于护发素中，也广泛
应用于护肤类化妆品中。
常见的有聚季铵盐类和天然改性的阳离子瓜尔胶系列。
两性表面活性剂，如咪唑啉型甜菜碱，可与其他表面活性剂配伍，起稳泡、增稠、调理等作用。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如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在化妆品中广泛用作乳化剂、稳泡剂、低泡去污剂。
（2）辅助原料。
辅助原料包括香精、着色剂、防腐剂与抗氧剂、金属离子螯合剂等，可赋予化妆品特定的香气和色调
及保证产品的卫生安全。
（3）功能性原料。
功能性原料是指赋予化妆品特殊功能的一类原料。
例如，育发剂、染发剂、美白剂、除臭剂、防晒剂等均属此类。
这类原料也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一类原料，其来源于生物工程制剂（如透明质酸、表皮生长因子、酶
制剂等）、天然植物提取物、合成或半合成化合物（如合成神经酰胺、曲酸衍生物、维生素E）、透
过皮肤的控制释放制剂（如胶囊、微胶囊、脂质体、聚合物微球载体和定标纳米微球载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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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化妆品评价方法》是高等教育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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