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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皮肤老化类护肤品在面部年轻化中的应用
专家共识( 2023)
中国抗衰老促进会皮肤慢病管理与健康促进分会，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功效性护肤品分会

［摘 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中的抗皱类及紧致类

化妆品，可有效改善皮肤内源性老化和外源性老化。但随着对皮肤老化机制的研

究进展，各种光电、化学剥脱等医疗美容技术层出不穷，在有效改善皮肤老化外观

的同时，对皮肤的屏障功能等也可造成一定影响，因此，还需其他类型化妆品如:

舒缓类、保湿类及防晒类化妆品修护皮肤屏障，巩固和维持皮肤年轻化的效果。
本共识将结合皮肤老化机制，阐述抗皮肤老化类护肤品在面部年轻化中的作用机

制及其临床应用，从而指导临床医师科学、规范选用抗皮肤老化类护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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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nsu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nti-Aging Skin Care Products in Facial Ｒeju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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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and Health Promotion Branch of China Anti-Aging Promotion
Association，Functional Cosmetics Branch of Chinese Medical Cosmetic Associa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HE Li，E-mail: drheli2662@ 126. com
［Abstract］ The anti-wrinkle and tightening cosmetics have been listed in the " Classification

Ｒules and Catalogue of Cosmetics " released by the 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Tha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skin aging.
However，with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skin aging，various laser and
light-based therapies，chemical peeling and other medical cosmetology have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While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appearance of skin aging，they can
also have some impact on the skin barrier function. Therefore，other types of
cosmetics are also needed，such as soothing，moisturizing，and sunscreen cosmetics，
to repair the skin barrier and consolidate and maintain the efficacy of skin
rejuvenation. This consensus will combine the mechanism of skin aging to elucidate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nti-aging cosmetics in facial
rejuvenation，in order to guide clinical physicians in selecting appropriate anti skin
aging skincare products in a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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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老化是指皮肤功能衰老的状态，可分为内源性老化和外源性老化。内源性老化是指皮肤随年龄增

长出现的自然老化，皮肤表现为干燥、细纹、弹性下降、皮肤松弛等。外源性老化是指由环境因素导致的皮肤

衰老，特别是紫外线所致的光老化，皮肤表现为干燥、深皱纹、松弛、粗糙、色泽不均匀、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

着等［1］。随着面部年轻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光电、化学剥脱等技术能有效地改善皮肤老化外观，但仍需抗老

化类护肤品巩固和维持皮肤年轻化的效果。为了更好地指导临床医师科学、规范地指导患者和消费者选用

抗皮肤老化类护肤品，达到完善抗皮肤老化以及长期管理的目的，中国抗衰老促进会皮肤慢病管理与健康促

进分会及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功效性护肤品分会组织相关专家共同编写此共识，主要包括抗皮肤老化类护肤

品的范畴、活性成分，临床应用及展望。
1 抗皮肤老化类护肤品的范畴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本共识所包括的抗皮肤老化类护肤品

以抗皱类、紧致类化妆品为主，同时结合声光电等皮肤年轻化治疗后的皮肤护理，还包括了保湿类、舒缓类以

及防晒类化妆品。
2 不同功效的抗皮肤老化类护肤品活性成分

国内外研究表明，皮肤老化与表皮通透屏障受损、角质形成细胞凋亡、黑素细胞功能紊乱、成纤维细胞分

泌和增殖能力下降、真皮胶原纤维和弹力纤维变性、透明质酸及皮下脂肪等流失以及肌肉运动、自噬功能障

碍等有关［2］。针对抗皮肤老化类护肤品中活性成分作用机制不同，可分为以下 8 类，在新产品研发中，不同

机制的原料融合在一起，从而发挥协同抗皮肤老化作用( 表 1) 。
2. 1 抑制皮肤炎症的活性成分 细胞衰老是皮肤衰老的一个重要表现，细胞衰老的同时常伴随衰老相关分

泌表型( senescence-associated secretory phenotype，SASP) 的产生。SASP 由促炎细胞因子、生长因子、趋化因

子和基质金属蛋白酶等一系列细胞因子组成，它们可以导致机体慢性炎症和疾病发生，并可以反作用于衰老

细胞及其邻近细胞，加速其衰老进程［3］。研究表明，桑白皮多酚等能够下调基质金属蛋白酶的表达，从而抑

制炎症［4］。
2. 2 抗氧化的活性成分 紫外线、辐射、污染、化学物质等会加速人体皮肤的氧化应激反应，产生过多活性

氧自由基，导致细胞损伤［5］。维生素 C 是一种重要的水溶性抗氧化剂，可直接清除水相中的自由基，在皮肤

光老化防护中起着重要作用［6］; 此外，牡丹根提取物等也具有较强的清除自由基的能力［7］。
2. 3 抗糖化的活性成分 糖化( glycation) 反应，又称非酶糖基化。由还原糖( 如葡萄糖等) 以及糖类衍生物

上的羰基，与蛋白质、脂质或核酸等大分子上的游离氨基发生不可逆的非酶性缩合反应，生成稳定的共价结

构，即晚期糖基化终产物(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AGEs) ，是导致皮肤衰老、肤色暗沉的主要因素之

一［8］。已有体外研究表明，麦角硫因是 AGEs 形成和 AGEs 与胶原交联的有效抑制剂［9］。
2. 4 修护端粒的活性成分 端粒是位于染色体末端的非编码 DNA 区域，在衰老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细

胞每分裂一次，端粒就会缩短，其复制能力也会降低［10］。已有研究表明，黄芪苷及黄芪素能够下调端粒酶的

活性，进而抑制端粒酶介导的细胞凋亡［11］; 长心卡帕藻提取物则能够刺激端粒蛋白酶表达，限制端粒的

缩短［12］。
2. 5 修复皮肤屏障的活性成分 角质层中的角质形成细胞、角化套膜、细胞间脂质和颗粒层中的紧密连接

蛋白在维系皮肤屏障中起重要作用。任何结构成分或比例发生改变，都会影响皮肤屏障，引发系列代谢紊

乱，导致肤质粗糙、暗沉、脱屑，加重皮肤老化外观［13］。如烟酰胺主要通过增加皮肤内神经酰胺的合成，填充

细胞间脂质［14］; 同时按照固定比例在表皮上直接涂抹结构性脂质“神经酰胺、胆固醇和游离脂肪酸”，可以

填充最外层角质层细胞的空隙［15］。
2. 6 促进真皮层胶原蛋白、弹力纤维合成及补充细胞外基质的活性成分 老化的真皮中成纤维细胞、胶原

蛋白、弹力纤维合成减少，糖胺聚糖减少，皮肤弹性降低［16］。视黄醇能刺激纤维组织母细胞合成胶原蛋白，

增加皮肤弹性，但产品稳定性较差，并需要建立耐受［17］; 棕榈酰六肽可通过皮肤真皮层产生反应，刺激胶原

蛋白和弹性蛋白成纤维细胞产生纤维连接蛋白和糖胺聚糖［18］; α-羟基酸可增加真皮的透明质酸水平和胶原

蛋白含量并提高弹性纤维质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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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抑制表情肌运动的活性成分 长期的表情肌运动是形成面部皱纹的主要原因。肌肉中的乙酰胆碱受

体与游离的乙酰胆碱结合，离子通道开启，形成动作电位，导致面部肌肉收缩。抑制钠离子电子信号传递可

迅速松弛肌肉，平滑表情纹。以上作用于肌肉的护肤品活性成分，需渗透穿过皮肤屏障方能发挥抗衰老作

用。研究证实，千日菊提取物有类似于肉毒素的效果，可通过抑制肌肉收缩从而减少表情纹［20］。
2. 8 促进自噬作用的活性成分 自噬是一种高度保守的细胞内降解系统，自噬作用可通过分解功能障碍的

细胞器和蛋白质，并循环利用这些分解产物来维持皮肤稳态［21］。自噬功能障碍会导致细胞外基质的含量减

少并加速胶原蛋白的降解［22］。咖啡因可通过激活 A2AＲ /SIＲT3 /AMPK 介导的自噬，从而延缓氧化应激诱导

的皮肤衰老［23］。

表 1 常见抗皮肤老化类护肤品的主要作用靶点与活性成分

Tab. 1 The main target and active ingredients of common anti-aging care products

主要靶点 作用机理 成分举例

针 对 皮 肤 衰 老 特 定
原因

抗炎症 桑根提取物［4］、芍药根提取物［24］、白藜芦醇、绿茶提取物、甘草提取物等

抗氧化 小分子抗氧化剂: 维生素 C /E［6］、谷胱甘肽、虾青素、原花青素、艾地苯醌、辅酶 Q10、
富勒烯、肌肽、麦角硫因［9］

抗氧化酶通路: 超氧化物歧化酶、白藜芦醇

植物来源的抗氧化剂: 牡丹根提取物［7］、铁皮石斛多酚、茶叶提取物、姜黄根提取物、
根皮素、水飞蓟素等

抗糖化 维生素 B1( 硫胺素 HCL) 、烟酰胺、麦角硫因［9］、B6( 吡多胺) 等; 原花青素、维生素 C、
肌肽、硫辛酸［25］

保护 DNA 端粒 黄芩根提取物［11］; 长心卡帕藻提取物［12］; 水解大豆蛋白等

改 善 皮 肤 衰 老 细 胞
和组分

修复皮肤屏障

促进真皮胶原蛋白、弹力
纤维合成及补充基质

抑制表情肌收缩

纠正细胞凋亡、促进细胞新生: 低浓度甘醇酸等小分子 α羟基酸［19］、二裂酵母发酵产
物溶胞产物、复膜孢酵母发酵滤液、半乳糖酵母样菌发酵产物滤液

促进角质蛋白合成: 烟酰胺［14］、维生素 B5、青刺果油、冬虫夏草发酵滤液［26］、含有钙
离子的藻类提取物等

补充生理性脂质: 神经酰胺、游离脂肪酸、胆甾醇［15］

促进成纤维细胞增殖，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分泌增加: 视黄醇及视黄醇衍生物［17］; 烟

酰胺; 积雪草提取物; 肽类活性物如棕榈酰三肽-1、六肽-9、棕榈酰六肽-12［18］、冬虫夏

草发酵滤液、重组胶原蛋白［27］

促进糖胺聚糖的合成: 高浓度甘醇酸等小分子 α 羟基酸［19］; 小分子透明质酸［28］; C-
木糖苷［29］

千日菊提取物［20］、二肽二氨基丁酰苄基酰胺二乙酸盐［30］、乙酰基六肽-8、β-丙氨酰羟
脯氨酰二氨基丁酸苄胺

促进自噬作用 咖啡因［23］、α-新内啡肽［31］、人参果提取物［32］

3 抗皮肤老化类护肤品的临床应用

抗皮肤老化类护肤品多含有针对不同机制皮肤老化过程的活性成分，需经实验室研究及人体临床试验，

确定产品具有紧致、抗皱等抗皮肤老化的功效［33］。在面部年轻化的管理中，抗皮肤老化类护肤品的使用应

当贯穿全程。可根据皮肤老化分级单独应用，也可联合无创或有创面部年轻化技术，来维持和巩固面部年轻

化效果。
3. 1 单独使用 根据中国皮肤衰老量表，皮肤老化可分为无、轻、中、重、极重五个等级［34］( 表 2) 。皮肤衰

老量表显示为“无”的情况下，应合理做好保湿、防晒等基础皮肤护理，以维持皮肤年轻状态。皮肤衰老量表

显示为“轻”的皮肤老化常被称为皮肤初老( premature aged skin) ，是皮肤老化的最初征象，尤其是女性对面

部皮肤老化早期改变的自我感知。在亚洲人的调查报告中发现，常见的皮肤初老包括: 皮肤晦暗、肤色不均、
干燥脱屑以及面部开始出现细纹等，在做好保湿、防晒的基础上，建议可选用改善皮肤初老表现的特定成分

·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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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肤产品，延缓皮肤初老进一步恶化。皮肤衰老量表显示为“中”“重”“极重”的皮肤老化，如单独使用抗皮

肤老化类护肤品，建议在清洁、保湿基础上，配合使用对表皮、真皮、表情肌具有针对性的作用的抗老化产品。
利用促渗透技术使用抗皮肤老化类产品的有效率比单纯外用明显增高［35］。但应特别强调此类产品要

求配方精准，不含防腐剂、香料、色素、表面活性剂或其他赋形剂原料，保证无菌生产，才能通过促渗透技术发

挥其功效，每次使用需要间隔一定时间。使用后应加强皮肤屏障修护，注意防晒。

表 2 皮肤衰老量表

Tab. 2 Skin aging scale

等级 皮肤质地 皮肤机械力学 皮肤色素 表皮 /血管增生 相关年龄

无 水润光泽 饱满充盈 无 无增生 ＜ 25 岁

轻
静态皮纹粗糙，动态可见
细小皱纹

饱满度略降低 有少量小斑点
个别 脂 溢 性 角 化 /点 状 血
管增生

25 ～ 35 岁

中
静态可见皱纹，动态皱纹
明显粗大

皮肤的饱满充盈消失，可
见皮肤轻度松弛

皮肤小斑点增加，大斑点
出现

可见 脂 溢 性 角 化 /血 管 不
规则增生

36 ～ 55 岁

重
静态可见明显皱纹，动态
皱纹数目增加、粗大

弹性明显降低，皮肤中等
松弛，轻度下垂、变薄

大小斑点较多，肤色暗沉 脂溢性角化血管增生 56 ～ 70 岁

极重 静态及动态皱纹多且粗大 皮肤明显松弛、下垂、变薄 密集大小斑点，肤色晦暗
脂溢 性 角 化 和 血 管 增 生
明显

＞ 70 岁

3. 2 联合面部年轻化技术使用

3. 2. 1 面部年轻化治疗期间 光电治疗如不同波长的点阵激光以水为作用靶点，可被皮肤组织中各种含水

的结构( 表皮、胶原纤维、血管等) 所吸收，产生热效应，促使表皮再生、新的胶原纤维合成、胶原重塑，使皱纹

减轻、皮肤紧致、毛孔缩小、肤质改善等，以达到皮肤年轻化的目的。同时光电治疗是一个复杂的热损伤与损

伤后修复的过程，多种细胞因子( 如热休克蛋白 47、炎症因子、生长因子) 均参与其中。术后医护人员应根据

仪器设备的作用机制和皮肤受损的程度，做好患者术后护理，早期以抑制炎症、抗氧化促进皮肤屏障修复及

促进创面愈合，脱痂后注意防晒、防炎症后色素沉着，维护皮肤屏障功能［36］。针对复杂的热损伤与损伤后修

复的过程，建议尽早选择抗皮肤老化护肤品，以强化面部年轻化效果。
3. 2. 2 面部年轻化的维持治疗 在光电治疗术后，皮肤启动可逆性热损伤的修复机制，引起新的胶原纤维

合成，使胶原重塑，这一过程持续时间较长［37］。为了提高、维持及巩固效果，应尽早及坚持长期使用抗皮肤

老化类护肤品，但需注意观察每位患者的自身状况以及患者的诉求，采用个体化治疗方案 ［38］。
4 展望

本共识仅列出抗老化原料的作用机制和常用的活性成分，还需要人体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新产品的功

效性与安全性。临床医生应根据循证医学证据等级，合理选择抗老化类护肤品。随着植物化学、生物工程、
精细化工、化妆品工业、以及皮肤科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作用于皮肤衰老不同靶点的基因、蛋白、细胞

信号通路的活性成分及新的化合物将被应用于抗老化类护肤品中，赋予抗皮肤老化护肤品多维度、更精准的

功效，为临床缓解皮肤老化提供更多的选择。
参与共识制定专家名单( 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 高天文(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高兴华( 中国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 、郝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何黎(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省皮肤健康

研究院) 、赖维(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李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梁虹(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刘巧( 江西

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刘红梅( 北京梅颜医疗美容诊所) 、刘玮( 北京空军总医院) 、李雪莉( 河南省人

民医院) 、马慧群(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史玉玲( 上海皮肤病医院) 、宋为民( 杭州颜术医疗美容连

锁) 、涂颖(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久存(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王玮蓁( 武汉陶然皮肤专科门

诊部) 、王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吴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项蕾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徐小珂(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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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小珂丽格医疗美容诊所) 、许爱娥(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杨斌(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 、赵小忠( 北

京小忠丽格医疗美容门诊部) 、郑志忠(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周展超( 南京展超医疗美容诊所) 、邹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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