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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调查研究近年来我国染眉用途化妆品中着色剂的使用现状，以了解染眉用途化妆品的特征

及安全性。方法：对 2014 -2018 年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 346 件染眉用途化妆品中着色剂的种

类、复配使用和使用频率等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调查结果显示，在 346 件染眉用途产品中使用的

着色剂共 27 种；其中使用 4 种着色剂的情况最为普遍，占 56.6%；CI 77499、CI 77491、CI 77492、CI 

77891 4 种着色剂在染眉用途化妆品中的使用频率较高，均大于 79%。结论：染眉用途化妆品使用的 27

种着色剂均为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准用着色剂列表原料。本文根据对染眉用途化妆品中着色

剂使用现状调查结果，为我国对染眉用途化妆品的监管提出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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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use of colorants in eyebrow cosmetic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afety of eyebrow cosmetic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use of colorants in eyebrow dye cosmetics in China were investigated. Methods: The kinds, compounding 
and frequency of colorants used in 346 eyebrow dye cosmetics registered in CFDA from 2014 to 2018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survey result showed that 27 kinds of colorants were used in eyebrow dye 
products, among which four kinds of colorants were most commonly used in eyebrow dye products, accounting 
for 56.6%.The frequencies of the 4 kinds of colorants, i.e. CI 77499, CI 77491, CI 77492 and CI 77891, used 
in eyebrow dye products is more than 79% higher in average. Conclusion: The 27 kinds of coloranta used in 
eyebrow dye cosmetics are included in Safety and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Cosmetics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management suggestions for the supervision of eyebrow dye cosmetics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of 
colorants in eyebrow dye cosmetic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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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我国彩妆市场快速发展。据统计，2015年中国

彩妆市场的销售额已达到116 亿元，每年持续快速

增长[1]。彩妆产品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产品已由

脸部、唇部化妆品向眼部、指甲类化妆品扩展，染

眉笔、染眉膏、染眉粉等染眉用途产品在彩妆市场

的占有比例也在快速增长[2,3]。与此同时，由于与

“染发”产品仅存在一字之差，“染眉”用途产品

的作用机理、安全性也越来越引起广泛关注。按照

我国的化妆品法规，染发化妆品在我国属于特殊用

途化妆品，实行审批管理。根据《化妆品卫生监督

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六条规定，染发化妆品是指

具有改变头发颜色作用的化妆品[4]，且使用后即时

清洗不能恢复头发原有颜色[5]。染发化妆品主要包

括氧化型和非氧化型产品。氧化型染发产品主要是

染料前体（如对苯二胺）、偶联剂（如间苯二酚）

与氧化剂（如过氧化氢）渗透进入头发皮质层和髓

质层后，发生氧化反应、偶合和缩合反应，使头发

颜色改变并且比较持久。非氧化型染发产品是分子

量较小的染料（如硝基苯二胺类）渗透进入头发表

皮层，部分进入皮质层，未发生化学反应，使头发

改变颜色。我国对染发剂实行列表管理，且列表原

料禁止用于染眉毛和眼睫毛[6]。染眉用途产品在我

国属于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其主要功效成分为着色

剂，作用机理多数为对眉毛或眉部肌肤的暂时性着

色。考虑到染眉用途化妆品可能存在与染发化妆品

相似的安全风险，本文对已上市染眉用途产品中着

色剂的使用现状进行调研，对其作用机理和安全风

险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明晰产品的特征，为监管

措施调整提供技术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收集2014－2018年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备案的染眉用途化妆品346件，其中进口产品为72

件，国产产品为274件。通过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网站的公众查询和国产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

案信息服务平台[7]，调查2014-2018年备案的346件

染眉用途产品中功效成分着色剂的添加情况，获得

我国目前市场上染眉用途化妆品中着色剂的使用现

状，从而从染眉用途化妆品配方分析我国市售染眉

用途化妆品的安全性。

1.2   方法

1.2.1   数据库建立 

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公众查

询”“国产非特殊用途化妆品服务平台”中查询

化妆品名称中含有“染眉”的346件产品的基本信

息，并收集产品配方中的原料及使用的着色剂，

在Microsoft Excel 2010中录入产品的基本信息（名

称、备案编号、产地、品牌等）、配方原料及着色

剂信息。

1.2.2   数据处理原则 

将进口染眉用途产品配方中使用目的标注为

“着色剂”和国产染眉用途产品中使用的准用着色

剂进行统计分析。

1.2.3   数据分析 

利用Microsoft Excel 2010软件对346件染眉用途

产品的产地、品牌及着色剂的种类、复配、使用频

率等进行统计分析，获得目前我国染眉用途产品中

着色剂的使用情况及特点。

2   结果与分析
2.1   染眉用途产品基本情况

共查询2014-2018年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备案的346件染眉用途化妆品，共146个化妆品品

牌。进口产品共72件，24个品牌，产地涵盖韩国、

法国、美国、日本、中国台湾。韩国进口产品数

量最多，共35件，占进口产品的48.6%；共15个品

牌，占进口产品品牌数量的62.5%。其次为法国进

口产品17件，占23.6%；美国14件，占19.4%。国

产产品共274件，122个品牌，生产地涵盖我国的广

东、上海、浙江。其中产品数量最多的为我国广东

省，共178件，占国产产品的65.0%。其次为我国

上海产品80件，占29.2%，结果如表1所示。

染眉用途产品形式多样，主要为染眉笔、染

眉膏、染眉粉、染眉胶、染眉液。同一品牌的产

品多以颜色系列产品为主，主要包括深棕色、浅

棕色、红棕色、灰色等系列产品。我国市售的染

眉用途产品以国产产品为主，占79.2%。虽然国产

产品数量较多，但中小生产企业占多数，规模较

小，企业的生产工艺、研发能力和人员素质等均

有待提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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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染眉用途产品基本情况

进口产品 国产产品

产地 件数 百分比 /% 产地 件数 百分比 /%

韩国 35 48.6 中国广东 178 65.0

法国 17 23.6 中国上海 80 29.2

美国 14 19.4 中国浙江 16 5.8

日本 4 5.6 - - -

中国台湾 2 2.8 - - -

合计 72 274

2.2   染眉用途产品中着色剂的种类

染眉用途产品中使用的着色剂包括：CI 77499

（颜料黑 11）、CI 77491（颜料红101，102）、CI 

77492（颜料黄42，43）、CI 77891（颜料白 6）、

CI 42090（食品蓝 2）、CI 77019（颜料白 20）

等27种着色剂如表3所示，占我国允许使用着色

剂（157种）的17.2%。进口产品中含有12种着色

剂；国产产品中含有27种着色剂。

2.3   染眉用途产品中着色剂的复配使用情况

染眉用途产品以添加3～5种着色剂为主，添

加4种着色剂的为196件，占56.6%；添加5种着色

剂的为60件，占17.3%；添加3种着色剂的为54

件，占15.6%。进口产品中添加4种着色剂的为

36件，占50.0%；添加5种着色剂的为28件，占比

38.9%。国产产品中添加4种着色剂的为160件，占

58.4%；添加5种着色剂的为32件，占11.7%如表2

所示。

染眉用途产品中以“CI 77491、CI 77492、CI 

77499、CI 77891”4种着色剂的复配形式最为多

见，共计148件，占42.8%。进口产品中添加着色

剂最多的为韩国一款染眉笔，添加7种着色剂： CI 

42090、CI 19140（食品黄 4）、CI 17200（食品红 

12）、CI 77019、CI 77491、CI 77492、CI 77499。

国产产品中有6个品牌9件产品添加8种着色剂，

例如国产一件产品添加8种着色剂：CI 77266（颜

料黑6，7）、CI 77491、CI 77492、CI 77499、

CI 77891、CI 15985（食品黄 3）、CI 17200、CI 

42090。

表 2   染眉用途产品中着色剂复配情况

复配

数目

进口产品 国产产品 合计

件数 百分比 /% 件数 百分比 /% 件数 百分比 /%

1 - - 2 7.3 2 0.6

2 - - 6 2.2 6 1.7

3 6 8.3 48 17.5 54 15.6

4 36 50.0 160 58.4 196 56.6

5 28 38.9 32 11.7 60 17.3

6 1 1.4 11 4 12 3.5

7 1 1.4 6 2.2 7 2

8 - - 9 3.3 9 2.6

合计 72 274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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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染眉用途产品中着色剂使用频率

CI 77499在染眉用途产品中使用频率最高，

占92.2%；其次为CI 77491和CI 77492，分别占

90.5%和89.6%，如表3所示。进口产品与国产

产品中着色剂的使用频率位于前10位的着色剂

为：CI 77499、CI 77491、CI 77492、CI 77891、

CI 42090、CI 77019、CI 17200、CI 19140、CI 

15985、CI 77266。使用频率较高的为氧化铁的

化合物，氧化铁在不同制备条件下可获得不同颜

色，如黑色氧化铁（CI 77499）、红色氧化铁（CI 

77491）和黄色氧化铁（CI 77492）。其次为白色

颜料中遮盖能力最强的二氧化钛（CI 77891）。虽

然染眉用途化妆品中着色剂种类已达27种，但使用

频率较高的着色剂相对集中，多半着色剂的使用频

率低于3.0%。

表 3   染眉用途产品中着色剂的使用频率

序号
着色剂

索引号 

着色剂索引 

通用中文名

进口产品 国产产品 合计

使用

次数

使用

频率 /%

使用

次数

使用

频率 /%

使用

次数

使用

频率 /%

1 CI 77499 颜料黑 11 69 95.8 250 91.2 319 92.2

2 CI 77491 颜料红 101，102 69 95.8 244 89.1 313 90.5

3 CI 77492 颜料黄 42，43 64 88.9 246 89.8 310 89.6

4 CI 77891 颜料白 6 65 90.3 210 76.6 275 79.4

5 CI 42090 食品蓝 2 3 4.2 40 14.6 43 12.4

6 CI 77019 颜料白 20 25 34.7 9 3.3 34 9.8

7 CI 17200 食品红 12 3 4.2 26 9.5 29 8.3

8 CI 19140 食品黄 4 4 5.6 19 6.9 23 6.6

9 CI 15985 食品黄 3 2 2.8 14 5.1 16 4.6

10 CI 77266 颜料黑 6，7 5 7 10 3.7 15 4.3

11 CI 16035 食品红 17 - - 10 3.7 10 2.9

12 CI 77007 颜料蓝 29 - - 8 2.9 8 2.3

13 CI 16255 食品红 7 - - 8 2.9 8 2.3

14 CI 15850 颜料红 57 - - 7 2.6 7 2

15 CI 77480 颜料金属 3 - - 5 1.8 5 1.4

16 CI 77002 颜料白 24 3 4.2 2 0.7 5 1.4

17 CI 77742 颜料紫 16 - - 4 1.5 4 1.2

18 CI 77947 颜料白 4 - - 3 1.1 3 0.9

19 CI 77163 颜料白 14 3 4.2 - - 3 0.9

20 CI 45410 酸性红 92 - - 3 1.1 3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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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着色剂

索引号 

着色剂索引 

通用中文名

进口产品 国产产品 合计

使用

次数

使用

频率 /%

使用

次数

使用

频率 /%

使用

次数

使用

频率 /%

21 - 焦糖 - - 3 1.1 3 0.9

22 CI 77289 颜料绿 18 - - 2 0.7 2 0.6

23 CI 77510 颜料蓝 27 - - 2 0.7 2 0.6

24 CI 47005 食品黄 13 - - 2 0.7 2 0.6

25 CI 45380 酸性红 87 - - 1 0.4 1 0.3

26 CI 77288 颜料绿 17 - - 1 0.4 1 0.3

27 CI 77489 氧化亚铁 - - 1 0.4 1 0.3

续表 3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2014-2018年备案的346件染眉用途化

妆品配方进行分析，未发现染眉用途化妆品中含

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规定的染

发剂[6]，也不含有染发化妆品常用的过氧化氢等成

分。染眉用途化妆品中的主要功效成分为着色剂，

考虑到多数合成着色剂来自煤焦油产物，可能具

有光敏反应、生殖发育毒性、致癌性的潜在风险[9-

11]，中国、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对化妆品中着

色剂原料进行列表管理[12]。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

规范》（2015年版）制订了“化妆品准用着色剂”

清单，共收录157种着色剂，并在“化妆品禁用组

分”清单中收录部分色素[6]，用于指导化妆品企业

规范使用着色剂原料。

“化妆品准用着色剂”清单按照使用范围分成

4类：1）用于各种化妆品；2）用于除眼部化妆品

之外的其他化妆品；3）专用于不与粘膜接触的化

妆品；4）专用于仅和皮肤暂时接触的化妆品[6]。

在调研范围内的已备案染眉用途产品中，查询到的

上述27种着色剂均为第1类着色剂，其中13种着色

剂例如CI42090、CI 17200等有使用限量要求。因

此，染眉用途化妆品与染发类化妆品配方不同，其

使用的着色剂较为普遍且安全性较高。从安全风险

的角度考虑，染眉用途化妆品按照目前的非特殊用

途化妆品管理比较合理。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还发现有些染眉产品

配方里使用了皮肤调理剂二羟丙酮。二羟丙酮未

收录在欧盟和我国的着色剂清单中，收录于美国

《联邦规章法典》第21篇第73节C部分的免于FDA

认证的着色剂清单。《联邦规章法典》中规定二

羟丙酮可用于外用产品，但不可用于眼睛周围

（包括眉毛）[13]。研究发现，二羟丙酮能够导致

人永生化角质形成细胞（HaCaT）和人黑色素瘤

细胞（A375P）凋亡，细胞周期在G2/M期阻滞，

导致HaCaT细胞DNA损伤；且二羟丙酮对TA100、

TA102有致突变作用[14-15]。因此，有必要对含该成

分的产品进行高度关注，尤其在不良反应监测中收

集相关案例，必要时开展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工

作，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是否对我国化妆品技术法规

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修订。

在市售的彩妆产品中，也存在含有禁用组分

（色素）的情况，可能是因为由于有的企业不熟

悉法规中的原料使用要求，也有可能有的企业为

节约成本，使用的着色剂原料纯度不够或被污染

代入[16]。目前，《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

版）仅规定了酸性黄36、颜料红53：1等5种禁用组

分和CI 15985、CI 16035、CI 16035和CI45380等17

种准用着色剂的检测方法，但不包括上述27种着色

剂中的CI42090、CI 17200、CI19140等9种有使用限

量要求的着色剂。建议监管部门尽快健全化妆品中

禁用组分（色素）和有使用限量要求的准用着色剂

的标准检测方法；持续关注国外对着色剂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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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评价及法规管理状况；并对准用着色剂表和

禁用组分表进行动态调整，以保障消费者的化妆品

使用安全情况下，促进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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