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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本指南规定了与化妆品内容物直接接触的容器或载体与产品相容性评价的要求、试验方

法和结果评价。 

2. #$%&' 

2.1 可提取物：存在于化妆品包材中并可以通过溶剂从中提取出来的物质，包括化妆品包材

中的添加剂、残留单体、降解产物等。 

2.2 浸出物：通过迁移试验获得的从包材中迁移或因试验产生并进入化妆品中的物质。 

3. () 

直接接触化妆品的包装材料应当安全，不得与化妆品发生化学反应，不得迁移或释放对

人体产生危害的有毒有害物质。 

相容性研究考察化妆品与其包材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并导致化妆品产生安全性风险。 

化妆品与包材的相容性研究，应在化妆品研发初期或是包材的选择时开始进行，并贯穿

于化妆品研发的整个过程。若发现化妆品与包材发生相互作用并对化妆品的质量安全产生影

响时，应查找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变更包材、变更贮藏条件等。进行化妆品与其包

材相容性试验时，应建立灵敏、专属性的测试方法。必要时，进行方法学的研究。取样时，

应注意空白包材与化妆品取样的代表性。 

4. *+,- 

开展相容性研究时，首先应确定直接接触化妆品的包装容器及材料，了解或分析包材的

组成、包材与化妆品的接触方式与接触条件、化妆品的生产工艺及过程；随后对所用包材进

行提取试验，获得可提取物信息，并预测潜在的浸出物；通过相互作用研究，考察加速试验

和长期稳定性试验条件下包材中成分迁移进入化妆品或与化妆品发生反应的程度，即获取浸

出物水平信息；对浸出物水平进行安全性评估，得出包材是否适用于化妆品的结论。 

4.1 提取试验 

提取试验是指采用适宜的溶剂，对空白包材进行的试验研究；目的是获得包材中的可提

取物信息以明确迁移试验的目标浸出物，依据提取试验研究中获得的可提取物种类和水平信

息，建立灵敏的、专属的分析方法，以指导后续的浸出物研究（迁移试验）。 

提取溶剂通常应具有与化妆品相容或相似的理化性质，重点考虑溶剂的 pH、极性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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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强度等。提取条件一般应参考化妆品的工艺条件，通过适当提高加热温度和延长加热时间

的方式尽可能多的提取出包材中的可提取物。 

4.2 相互作用研究 

相互作用研究包括迁移试验和吸附试验。相互作用研究应采用实际样品，在加速试验和

长期稳定性试验的条件下（试验条件参考《化妆品稳定性评价技术指南》）进行试验，化妆

品的放置方法应保证化妆品与包材充分接触。 

迁移试验是根据预测的目标浸出物开展的研究，包括包材中的可提取物及其降解产物、

包材与化妆品反应产生的产物等。迁移试验所用的分析方法应进行方法学验证，以证实其方

法能灵敏、准确、稳定地检出化妆品中的浸出物。若包材由不同的材料分层组成，不仅需要

评估最内层成分迁移至化妆品中的可能性，还应考虑中层、外层成分迁移至化妆品中的可能

性；同时还应考察外层的油墨或粘合剂是否会迁移进入化妆品中。必要时，可选择开展吸附

试验，以考察包材吸附对化妆品成分的影响。 

在进行迁移试验时，应根据不同包材的材质与化妆品的种类，针对性的设计实验方案，

关注以下项目。 

（1）塑料  残留单体、添加剂及其降解产物等的迁移；塑料外层的油墨或粘合剂的迁

移等。 

（2）玻璃  碱性离子的释放对化妆品 pH 的影响；有害元素的迁移；含有着色剂的避

光玻璃中添加剂的迁移。对于内部镀膜、涂膜等具膜的玻璃容器，膜内的添加剂的迁移等。 

（3）金属  金属离子的迁移；内容物对金属的腐蚀；金属涂层在试验前后的完整性，

涂层中的添加剂的迁移等。 

（4）橡胶  残留单体、添加剂及其降解产物等的迁移。对于覆膜、涂膜等具膜的橡胶

配件，膜内的添加剂的迁移等。 

（5）陶瓷  陶瓷釉中有害元素的迁移，对于内部镀膜、涂膜等具膜的陶瓷容器，膜内

的添加剂的迁移等。 

（6）膜布  荧光增白剂等添加剂的迁移。 

（7）胶囊壳  着色剂等添加剂的迁移。 

（8）其他  参考上述包材关注内容，设计迁移试验方案，考察包材与化妆品的相容性。 

5. ./01 

根据提取试验获得的可提取物信息及迁移试验获得的浸出物信息，分析汇总浸出物的种

类及含量，进行必要的化合物归属或结构鉴定，若《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有限量规定的应

符合其规定；未规定限量的，应进行安全性风险评估，确保在正常、合理及可预见的适用条

件下不得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如有必要，可结合稳定性试验结果综合评估化妆品与包材的

相互作用。分析包材和化妆品的相容性是否会影响化妆品的质量和安全。对于新型或认为风

险较大的化妆品包材，应在相互作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价，以确认其生物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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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化妆品的监督管理，进一步提高化妆品使用安全性，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组

织开展了化妆品与包材相容性评价技术指南（下称“指南”）的研究制定工作，现就工作有

关情况说明如下： 

234567 

化妆品与其包材相容性试验是为考察化妆品与包材相互作用而开展的技术研究，由于包

材的材质众多、形状各异以及被包装化妆品种类繁多，为方便、有效地进行相容性研究，支

持化妆品完整版评估实施要求，特制定本指南。 

83459: 

本指南的制修订工作于 2024年 1月启动，由中检院包材所牵头、食化所和山西所参与

制定相关指南。通过组内讨论、与化妆品企业座谈等工作形式，在参考药品和食品相关标准

的基础上，结合化妆品行业现状初步确定了该指南的制定思路，于 1月底编写整体框架。在

化妆品司、标委会专家和部分行业代表中征求意见，召开讨论会，对整体框架进行讨论并提

出修改意见。随后根据讨论结果，对框架进行修订并补充完善，形成本指南。 

;3<=>?@A 

化妆品领域相对于食品、药品，其相容性研究开展较少。在药品领域，我国于 2002年

就在《国家药包材标准》中出台了《药品包装材料与药物相容性试验指导原则》，自 2012

年开始，我国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内药物和包装材料相容性研究的现状，陆续发布了《化

学药品注射剂与塑料包装材料相容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等相容性指导原则，开始

对药品与不同类别包装材料的相容性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在食品领域，也有 GB41604.1-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试验通则》等相关要求，对食品用包材与食

品的相互影响进行检测和研究。目前，国内外在化妆品领域对包材的检测标准及相关规定较

少，对于化妆品包材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检测主要参考食品及药品领域相关规定。本指南在参

考我国现有的相关指导原则的基础上，以科学性和合理性为基本原则，综合考虑目前化妆品

企业检测条件和完整版评估实施要求进行起草编写。 

B3C(DE 

本指南共六部分，分别明确了范围、术语和定义、要求、相容性试验方法、结果评估以

及参考文献。 

F3GHIJKLMN 

本指南明确了需要开展相容性研究的包材为直接接触化妆品原料或产品的包装容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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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不包括化妆品的外包装以及化妆品中非长期接触化妆品的配件或包装。 

相容性研究需要根据化妆品的实际情况，包括化妆品的种类、化妆品包材的种类、接触

方式等，针对性的设计研究方案，开展研究，以保障化妆品质量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