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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化妆品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发展较快的行业之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化妆品已成为美化生活的日常消费必需品。
据中国香精香料化妆品工业协会统计，2009年我国化妆品工业生产销售额达1400多亿元，居亚洲第二
位，世界排名第八位。
 近年来，伴随着化妆品行业的发展和繁荣，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化妆品质量安全事件，引起社会关注
。
规范化妆品管理、保证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行业整体水平，成为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迫在眉睫的任务
。
 《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年版）颁布以后，大量的化妆品产品标准和检验标准也随之更新。
本书紧密围绕化妆品生产企业及相关监管部门的工作实际，参考最新的技术标准和岗位技能需求，对
各类化妆品原料、半成品和成品的质量检验技术思路、操作要点、设备的使用等作重点阐述。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日用化学品、工业分析与检验、商检技术和精细化工等相关专业教材及本科相关
专业教材；也可供从事化妆品及原料生产、检验及监管等工作的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共分为七篇二十四章。
第一篇和第二篇主要介绍化妆品检验基本知识及分析方法；第三至第五篇介绍化妆品原料、生产过程
质量及成品的检验与质量控制；第六篇介绍化妆品禁限用物质的检验；第七篇介绍化妆品产品质量跟
踪及政府监管。
 本书由高瑞英主编、葛虹副主编，郑州轻工业学院王培义教授主审。
 高瑞英负责第一、第八、第十五、第二十三章的编写并统稿，葛虹负责第四、第五、第十六章的编写
，周伟明负责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章的编写，刘纲勇负责第九、第十、第十七、第十八章的编写
，傅中负责第十一至十四章的编写，张秀宇负责第十九至二十二章、第二十四章的编写。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研究开发部红梅、广东省化妆品标准与检测中心郑伟东主任也参加了本书的部
分编写工作并提出有效建议；江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曹光群教授对本书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
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时间仓促，作者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请读者不吝指正。
 编者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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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妆品质量检验技术》紧密围绕化妆品生产企业及相关监管部门的工作实际，参考最新的技术
标准和岗位技能需求，对各类化妆品原料、半成品和成品的质量检验技术思路、操作要点、设备的使
用等作重点阐述。
　　《化妆品质量检验技术》共分为七篇二十四章。
第一篇和第二篇分别介绍化妆品检验基本知识及分析方法；第三篇至第五篇分别介绍化妆品原料、生
产过程质量及成品的检验与质量控制；第六篇介绍化妆品禁限用物质的检验；第七篇介绍化妆品产品
质量跟踪及政府监管。
　　本书内容精练，层次分明，适用性强，可作为高职高专日用化学品、工业分析与检验、商检技术
和精细化工等相关专业教材及本科相关专业教材；也可供从事化妆品及原料生产、检验及监管等工作
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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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三节 测定有机成分的样品预处理有机成分在化妆品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不论以质量计或品种计，化妆品中85％（以干物质计）以上的组分为有机成分。
《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年）中规定的禁用、限用物质名单和暂时允许使用的染发剂中也有92.5 ％
为有机物。
因此，化妆品中有机成分的分析在化妆品分析中非常重要。
分析有机物的样品处理的目的，是将待测物从基体中分离出，经过分组、分离和富集，以满足后继定
量方法的特异性和灵敏度的需要。
化妆品涉及的基体类型多样，如气一液气溶胶（头发定型剂），液体（香水），液一固胶体（膏霜）
，固体（粉饼、唇膏）等；涉及的被测物的理化性质（按发性、溶解度、吸附、氧化还原性能等）也
有很大差异，从而使化妆品中有机成分分析的样品处理变得更为复杂，本节仅就样品处理的主要原则
加以阐述。
化妆品中有机成分分析的样品前处理主要包括两步：一是提取，二是纯化或部分分离。
提取是指将待测成分与试样的大量基体进行粗分离；纯化或部分分离是指将待测成分与其他干扰测定
的成分进行进一步的分离或纯化。
一、提取将待测有机成分与试样基体分离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溶解抽提和水蒸气蒸馏。
1.溶解抽提溶解抽提是利用化妆品各组分理化性质的不同，选用适当溶剂将待测成分溶解从而和基体
组分分离。
用于溶解抽提的理想溶剂需具有以下条件：对待测成分有极佳的溶解度，对非待测成分及基体成分溶
解度极小或不溶；沸点较低，易于蒸除，这种理想的溶剂可以全量地溶解抽提待测物而不溶解待测物
以外的组分。
但是，由于化妆品组分极为复杂，多种理化性质相似的有机物常同时存在，实际上不存在所希望的理
想溶剂。
因此，在考虑溶解抽提时，注重于“全量抽提”，至于同时被抽提溶解的众多其他成分，还要考虑“
纯化和分离”。
待测物在不同溶剂中的溶解度很不相同，溶解抽提中选用适宜的溶剂是至关重要的。
待测物在各种溶剂中的溶解性能除可查阅化学手册、《MerckIndex》等手册性资料外，还可根据待测
物的分子结构和有机物溶解遵循的“相似相溶”经验规律来选择适宜的溶剂。
化妆品中禁用、限用物质大都是极性或可极化的化合物，故在溶解抽提步骤中多选用极性溶剂，如用
二甲基甲酰胺抽提化妆品中色素，用甲醇或乙醇提取化妆品中防腐剂、激素、5-甲氧基补骨脂素等等
。
但当化妆品的剂型是以石蜡为基体时、如口红，除臭棒、发蜡等，由于待测成分被大量非极性有机物
如蜡、脂所包裹，质子溶剂和偶极溶剂不是它们的好溶剂，此时可选用两种性质不同而能互溶的溶剂
进行溶解抽提。
例如用氯仿一乙醇处理口红和除臭棒。
为了加速全量溶解和抽提，在选用适宜的溶剂后，可以适当提高温度或采用振荡或超声提取来增加溶
解效率。
最后可用过滤或离心的方法将抽提溶液与样品基体残渣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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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化妆品质量检验技术》是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和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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