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岸区化妆品检测机构，化妆品备案检测

产品名称 江岸区化妆品检测机构，化妆品备案检测

公司名称 广分检测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价格 1300.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GFQT
周期:7-10天
服务范围:全国

公司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陆家镇星圃路12号智汇新城B区7栋

联系电话  13545270223

产品详情

2月21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

标准解读：

明确各类主体监测义务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受托生产企业、化妆品经营者、医疗机构等各类主体均应当按规
定报告化妆品不良反应。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应当通过产品标签、网等向消费者公布电话、电子邮箱等有效联系
方式，主动收集化妆品不良反应并及时报告。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应当监测其上市销售化妆品的不良反应，及时开展评价。

压实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主体责任

建立并实施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和评价体系；合理配备机构人员；主动收集并向监测机构
报告；对化妆品不良反应及时进行分析评价；根据评价结果采取措施控制风险。

主动收集并开展分析评价，并及时报告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应当通过产品标签、网站等方便消费者获知的方式向社会公布电话
、电子邮箱等有效联系方式，主动收集来自受托生产企业、化妆品经营者、医疗机构、消



费者等报告的其上市销售化妆品的不良反应。

一般化妆品不良反应获知30日内报告、严重化妆品不良反应获知15日内报告，属于可能引
发较大社会影响的化妆品不良反应应当自发现或者获知之日起3日内报告。相关不良反应
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报告之日起3年。

不断上演的化妆品违禁物风波，让化妆品不良反应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据此前卫生部门
提供的数据，原本相对安全的化妆品，随着美容院和直销化妆品的增多，其不良反应病例
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

以上海为例，2021年上海市药监局发布《2020年上海市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情况通
报》，数据显示，2020年上海市上报化妆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共2486例。按化妆品不良反
应事件初步诊断统计，以化妆品接触性皮炎为主；按主要发生部位及症状来看，面部最多
，主要皮损形态为红斑、丘疹、水肿和鳞屑。

因此，开展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发挥监测工作的效能，才能真正起到保障消费者健康的
作用。

哪些属于不良反应？

化妆品不良反应，是指正常使用化妆品所引起的皮肤及其附属器官的病变，以及人体局部
或者全身性的损害。

l  导致暂时性或者永久性功能丧失，影响正常人体和社会功能的，如皮损持久不愈合、
瘢痕形成、永久性脱发、明显损容性改变等；

l  导致人体全身性损害的，如肝肾功能异常、过敏性休克等；

l  导致住院治疗或者医疗机构认为有必要住院治疗的；

l  导致人体其他严重损害、危及生命或者造成死亡的。

导致化妆品出现不良反应的原因？

一、化妆品本身的原因，包括化妆品的使用或选择不当、化妆品的质量、重金属或杂质含
量、微生物污染情况、化学原料的毒性刺激及药物的毒副作用等。

二、使用者的个体素质敏感性。

化妆品的不良反应监测

不良反应主要有问题具体表现的方面是，毒性、微生物污染、致敏性。



毒理性

在化妆品中的毒性大多来源于原料或者组成成分中含有有毒性的物质，有毒性的物质含量
超出规定允许限量的范围，或者是添加了规定禁止使用的某些成分。比如有些重金属成分
国家规定很严格并且有着明确的限量规定。重金属超标可能会引起色素沉积和中毒。

因此化妆品在售卖前，都会进行严格的毒性检测，以保证消费者的权益。

微生物污染

在化妆品原料中的油脂、蛋白质、淀粉、维生素等、水分等，会受到微生物的污染，使其
腐败变质，影响使用者的整体感觉，甚至会对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国家标准对微生
物污染物作出了限量。

1、眼部化妆品及口唇等粘膜用化妆品以及婴儿和儿童用化妆品菌落总数不得大于500CFU
／mL 或500CFU／g。

2、其他化妆品菌落总数不得大于1000CFU／mL或1000CFU／g。

3、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中不得检出粪大肠菌群、绿脓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4、化妆品中霉菌和酵母菌总数不得大于100CFU／mL或100CFU／g。

5、化妆品中所含有毒物质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量。

致敏性

通常化妆品含有酸碱盐表面活性剂、香料、防腐剂等化学性成分。这些化学性物质作用于
皮肤、器官等后，就会引起刺激性现象，导致皮炎。事实上化妆品中的很多成分可能对特
定的人都具有过敏反应，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过敏反应，化妆品标签上必须标明，提示消费
者在选购产品的时候尽量避免选择和自身皮肤造成过敏的成分的产品。

斑贴试验是帮助明确患者的皮肤病是否与使用化妆品引起的过敏反应有关的试验方法之一
，化妆品在上市前进行斑贴试验，可以减少消费者过敏现象。在选用化妆品时尽量避免含
有自身可能易过敏成分的产品，预防不良反应发生。

常见的化妆品风险成分

可致敏防腐剂：甲基异噻唑啉酮、甲基氯异噻唑啉酮。

有争议的尼泊金酯防腐剂：羟苯甲酯、羟苯乙酯、羟苯丙酯、羟苯丁酯、羟苯异丙酯、羟
苯异丁酯。



可释放甲醛的防腐剂：DMDM乙内酰脲、咪唑烷基脲、双(羟甲基)咪唑烷基脲
羟甲基甘胺氨钠、布罗波尔。

香精中常见的致敏成分：戊基肉桂醛、新铃芝醛、铃芝醛、苯甲醇、 肉桂醇、柠檬醛、
丁子香酚、异丁子香酚、羟基香茅醛、戊基桂醛、水杨酸苄酯、肉桂醛、香豆素、香叶醇
、大茴香醇、肉桂酸苄酯、香茅醇、法呢醇、芳樟醇、苯甲酸苄酯、巳基桂醛、柠檬烯、
2-辛炔酸甲酯、异甲基景罗兰酮、栎扁枝衣提取物 树苔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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