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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态护肤改善皮肤状态的临床价值
专家共识( 2024)
上海日用化学品行业协会

［摘 要］ 微生态护肤作为一种新的护肤思路和方案，受到整个日化行业的普遍关注，但化

妆品法规对此尚无明确规定。本专家共识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以及临床应

用经验，对微生态护肤的定义范畴、与皮肤疾病的关系、微生态检测方案、临床价

值和科学宣称，逐一进行了相关的梳理，以期提高对于微生态护肤的认识，并推动

微生态护肤的临床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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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skin care solution，microbiome skin care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the

whole chemical industry，but there are no clear cosmetics' regulations. Based on the
latest research advancements and clinical experience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is expert consensus comprehensively outlines the definition of
microbiome skin care，its relationship with skin diseases，microbiome testing scheme，

clinical value and scientific claims one by one，aiming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microbiome skin care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clinical development of
microbiome skin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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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皮肤微生态的相关研究获得广大皮肤科医生的关注，微生态护肤也是整个日化行业关注的新思

路和新方案，更成为皮肤科医生解决很多临床问题的选择方案之一。尽管化妆品法规对于微生态护肤尚未

有明确定义，但关注度却日益提高: 有认为这个属于新功效宣称，也有认为皮肤微生态是一种重要的护肤途

径，其途径产生的结果可能是修护、保湿、舒缓或抗皱、紧致等，而且很多皮肤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微生态的状

况密切相关。皮肤科医生非常有必要对此进行更多了解。直到目前为止，微生态护肤的定义、科学性、应用

范围以及检测方法，还存在很多需要明确的细节。为此，上海日用化学品行业协会邀请了业内相关专家，包

括皮肤科医生、毒理学家、基础研究学者、检验人员、护肤品研发学者等，一起参与并共同制定了“微生态护

肤改善皮肤状态的临床价值专家共识”，旨在帮助相关从业人员对微生态护肤建立科学认识、进行合理应

用、开展规范检测，并合法合规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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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家共识以我国化妆品法规和相关标准为指导，重点阐述了皮肤微生态、微生态屏障和微生态护肤的

定义，介绍了皮肤微生态关联度较高的皮肤疾病，整合了检测行业内认可的微生态检测方法，希望能更好地

帮助微生态护肤科学发展。
1 皮肤微生态和微生态护肤

1. 1 皮肤微生态的定义 皮肤微生态是指皮肤表面全部微生物及其遗传信息和功能的集合，这里不单包括

微生物本身，也包括了微生物与宿主或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进化关系，三者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构成稳

定的皮肤微生态状况。
1. 2 微生态皮肤屏障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也是抵御外界病原体或其他有害因素的第一道防线。皮肤

科医生早期最关注的“砖泥结构”是物理屏障的基础，但皮肤同时还存在着化学屏障、微生物屏障和免疫屏

障。随着对于皮肤屏障功能的多维度认识，微生物屏障已成为皮肤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1］。
正常皮肤表面呈弱酸性、湿度低、盐分高，而且富含免疫球蛋白、抗菌肽、游离脂肪酸，同时由于角质形成

细胞的持续代谢更新，皮肤表面的微生物也会定期从皮肤上清除。但即便如此，皮肤表面和皮肤附属器，如

毛囊、皮脂腺和汗腺等，每平方厘米存在着 106 个细菌。因此，皮肤微生态在其微生物组成和数量方面具有

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通过微生物之间以及微生物与宿主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来维持的［2］。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皮肤微生态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年龄、气候、紫外线照射、工作环境、生活方式、

睡眠压力、药物使用等因素的变化，微生态会发生缓慢变化。而系统性疾病、发热、抗生素治疗、急性损伤等

因素会导致微生态迅速变化，当诱发因素消失后，微生物群可能再次恢复到“基线”状态。具备这种“自稳”
功能的皮肤屏障，是较为健全的皮肤微生态屏障，它的存在有助于防止病原体在皮肤表面定植，微生物定植

的改变可及时触发化学屏障的变化，再对局部炎症环境进行调控，进一步激活免疫细胞功能，维护皮肤恢复

到健康状况［3］。
1. 3 微生态护肤 微生态护肤是指通过调节皮肤表面微生物群落的平衡，从而达到维持皮肤的健康状态和

功能稳定的目的。这一功能达成的核心在于促进有益微生物的生长，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增强皮肤的自

然防御能力，以维持和优化皮肤微生态的平衡。通过这些作用，微生态护肤的目标是改善皮肤的整体健康状

况，辅助减少皮肤发生炎症相关的问题，如敏感、痤疮、特应性皮炎等，从而实现皮肤健康和外观的提升。
2 健康皮肤的维持与皮肤微生态密切相关

深入研究皮肤生理参数和皮肤微生态，以及相关的皮肤征象指征，对于健康皮肤的维持和皮肤疾病的早

期干预非常重要。早在 2012 年，一项基于上海女性不同部位皮肤微生态的研究发现: 常见皮肤微生物的分

布、生物标志物和皮肤生理参数密切相关，皮肤微生物分布与皮肤屏障功能、皮脂及含水量等显著相关，且与

暴露状态共同形成了宿主微环境，其中 pH 值在平衡生态系统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在非暴露

部位［4］。
随着皮肤微生态研究的深入，研究者［5］发现经典的保湿成分“甘油”，在发挥其修护功效时，是有微生态

的重要参与的: 皮肤表面的表皮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S. epidermidis) 可以发酵甘油，产生不同

的有机脂肪酸，抑制病原菌生长; 与此同时发酵过程中还能产生乳酸，乳酸可上调丝聚蛋白、鞘磷脂磷酸二酯

酶-1 基因表达，利于皮肤屏障的修护。
敏感性皮肤作为一种亚健康皮肤状况，一直也是皮肤微生态研究的关注重点。有研究证实: 敏感性皮肤

表面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SA) 丰度一定程度内增加，而表皮葡萄球菌丰度明显降低，且

敏感性皮肤的发生与表皮葡萄球菌显著减少有关［6］。另一项针对上海女性的研究发现: 敏感性皮肤和非敏

感性皮肤在皮肤微生物多样性和丰富度方面有着显著性差异，并且这个差异跟皮肤表面纹理参数和皮肤屏

障参数密切相关［7］。
3 皮肤疾病和微生态

皮肤微生态与很多炎症性皮肤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这里选择并重点讨论特应性皮炎、银屑病、
痤疮和玫瑰痤疮［8-9］。
3. 1 特应性皮炎 ( atopic dermatitis，AD) AD 患者皮肤菌群的变化表现为某些微生物增多，而微生态的多

样性降低，其中，表皮葡萄球菌优势定植，为主要的致病菌，与 AD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10］。Meta 分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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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皮葡萄球菌在 AD 患者皮损处的定植率为 70%，在非皮损处为 39%，并且随着 AD 严重程度的增加，表皮

葡萄球菌的定植率增加。表皮葡萄球菌可产生蛋白酶( cathelicidin LL-3791 ) 将抗菌肽裂解，阻止其降解细

菌，促进炎症的发生。同时，表皮葡萄球菌分泌的丝氨酸蛋白酶可降解角质形成细胞间的桥粒芯蛋白-1 和

丝聚蛋白，破坏皮肤屏障［11］。
有研究发现，使用添加了线状透明颤菌的润肤剂，可以减少 AD 复发率并降低严重程度［12］。具有感染

特异性的噬菌体相比于抗生素，针对性更强，且不会产生耐药［13］。Staphefekt 是商品化的重组噬菌体内溶

素，是一种针对细菌的细胞壁水解酶，皮肤局部用药可选择性根除金黄色葡萄球菌定植，缓解传统治疗无效

的 AD 皮损症状［14］。
3. 2 银屑病 与正常人相比，银屑病患者皮肤中表皮葡萄球菌和链球菌丰度升高，表皮葡萄球菌、丙酸杆菌

和棒状杆菌丰度下降。皮肤微生态的改变可与抗菌肽、Toll 样受体等先天性免疫相互作用，刺激 T 细胞群，

产生免疫级联反应［15］。而且，银屑病患者皮肤微生物群多样性的减少可能是罹患关节炎风险升高的重要标

志之一，因此调节皮肤微生态有可能成为改善或避免疾病恶化的重要途径之一［16］。
3. 3 寻常痤疮 近年来研究发现，痤疮患者皮肤表面痤疮丙酸杆菌( Propionibacterium acnes，P. acnes) 较健

康人未见明显增殖，但患者皮肤表面痤疮丙酸杆菌菌株种类和丰度失调，主要表现为 IA1 型的痤疮丙酸杆菌

增加，其次为 IA2 型［17］。痤疮相关的痤疮丙酸杆菌会激活自身免疫、诱导 CD4 + T 细胞反应，激活 Th17 细胞

并诱导干扰素 γ的产生［18］。健康皮肤相关的痤疮丙酸杆菌菌株可用作外用益生菌治疗或预防方案，用以替

代痤疮相关或其他机会感染型痤疮丙酸杆菌［19］。同时还可以将健康皮肤相关的痤疮丙酸杆菌与只针对痤

疮相关痤疮丙酸杆菌的噬菌体联合，以溶解宿主痤疮相关的菌株，促进患者表皮菌群恢复正常。表皮葡萄球

菌与痤疮丙酸杆菌之间相互作用对于维持皮肤稳态也有重要作用，表皮葡萄球菌可以抑制痤疮丙酸杆菌的

增殖及其引起的炎症反应，还可以抑制其诱导角质形成细胞产生 IL-6 和 TNF-α［20］。
3. 4 玫瑰痤疮 玫瑰痤疮已被报道与皮肤表面微生物如痤疮丙酸杆菌、表皮葡萄球菌、奥列轮芽杆菌孢

( Bacillus olenorium) 和毛囊蠕形螨( Demodex folliculorum，DF) 有关。研究表明，玫瑰痤疮患者面部毛囊蠕形

螨数量明显增多。毛囊蠕形螨主要通过 Toll 样受体( Toll-like receptor，TLＲ) 诱导细胞介导免疫及炎症反应

参与玫瑰痤疮的发病，其所携带的细菌如奥列轮芽孢杆菌也可参与玫瑰痤疮发病［21］。玫瑰痤疮患者皮肤中

表皮葡萄球菌的生长较健康皮肤明显增加，研究发现，从玫瑰痤疮患者皮肤分离的表皮葡萄球菌菌株在 37
℃时比在 30 ℃时产生更多的具有 β-凝血酶活性的蛋白，而在健康对照中未发现，这些蛋白可能作为毒力因

子参与玫瑰痤疮发生［21］。痤疮丙酸杆菌丰度减少也可能在玫瑰痤疮的发病机制中起作用，研究发现，红斑

毛细血管扩张型和丘疹脓疱型玫瑰痤疮患者皮肤中痤疮丙酸杆菌的相对丰度均显著降低［22］。
4 与皮肤微生态相关的检测

与皮肤微生态相关的检测，主要是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的检测，其过程包括方案设计、样本准备、分类鉴定

和功能分析等步骤。目前皮肤微生态采集工具主要有皮肤拭子和皮肤胶带等表层取样工具，以及组织活检

和微针穿刺［23］等皮肤深层取样工具。取样时要注意避免样本相互之间、样本与环境之间的交叉污染; 其次

需要采集环境阴性和阳性参照物作为对比分析参照。另外，需要选择恰当的样本储存方法，包括最佳储存温

度、时间、合适的缓冲溶液等［24］。
传统的微生物鉴定方法是通过设计特定的选择性培养基对微生物进行培养后，以微生物的形态学、生理

学或生态学特征作为分类依据的方法。现代方法则是在核酸和蛋白水平上结合数学统计学和计算生物学的

鉴定方法。分析微生物组成时基于培养的传统方法，最大的限制条件是需要获得纯的活体培养物，这就容易

造成分析结果中特定微生物种类的缺漏。而基于高通量测序的现代分析方法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难题，且高

通量测序方法还可以进行微生物种群结构、基因功能活性、微生物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以及微生物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分析等研究［25］。同时，结合多组学检测技术，还可以更深入地探索皮肤微生物与疾病发生发展的

作用机制［26］。
高通量测序方法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测序类型主要包括 16S rＲNA 高度可变区扩增子测序和宏基因

组 shot-gun 测序，前者可以获得微生态群落物种组成和丰度，后者可以通过群落宏基因组研究物种组成和功

能基因。基于测序数据可对微生物群落差异进行深入分析，其中 Alpha 多样性分析，用以评估样本内多样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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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常用的度量指标有 Chao1 丰富度估计量( Chao1 richness estimator) 、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 Shannon-
wiener diversity index) 和辛普森多样性指数( Simpson diversity index) 等; Beta 多样性分析则是用来评估样本

间差异的，常用如主坐标轴分析( PCoA) 或主成分分析( PCA) 进行群落差异的无监督多变量统计分析，并实

现降维后的可视化展示［27］。
微生物定量分析也是微生态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环节，方法主要有显微计数法、平板计数法、比浊法

和生物指标法在内的传统计数方法，以及定量 PCＲ、组学分析、流式计数等仪器法在内的现代计数方法。
不同的技术手段各有优劣，经不同技术所得结果间不具可比性。未来微生态分析技术应趋向标准化，包

括方法的标准化和数据的标准化，我国已有相关的研究在进行中［28］。并且，除分析菌群多样性外，微生态组

成的影响因素、微生态如何调控皮肤状态［29］、以及如何有针对性地调节不平衡的菌群状况［30］均是未来研究

的关注要点。
5 微生态护肤的应用和意义

5. 1 微生态常用活性成分分类 除了抗微生物包装，如次抛或无菌包装等概念外，本专家共识参考国际益

生菌与益生元科学联合会(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ssociation of Probiotics and Prebiotics，ISAPP) 近年来陆

续发布的相关定义进行分类，微生态常用活性成分可以分为以下三类［31-33］。
5. 1. 1 益生元( prebiotics) 通常作为常驻菌群的选择性食物。它们有助于促进有益微生物的生长，同时限

制或减少病原体的繁殖，从而改善皮肤微生态。
5. 1. 2 益生菌( probiotics) 益生菌特指活体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对于皮肤屏障的功能改善，减少外界刺激

损伤都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但由于当前中国相关法规的限制，益生菌在护肤品中的直接应用受到局限。
5. 1. 3 后生元( postbiotics) 后生元是无生命的微生物和 /或其成分的制剂，并且对宿主健康有益。这些物

质有助于改善皮肤的生态系统，或直接影响皮肤细胞的生理活动。后生元这一定义要求灭活微生物的全部

或成分存在( 比如细胞壁) ，但并不要求是否存在最终代谢产物［34］。
5. 2 微生态护肤的宣称价值和意义 在正常情况下，皮肤表面微生物之间、微生物与宿主之间，保持着稳定

的微生态平衡，这种平衡参与了皮肤的组织代谢、自我更新、免疫作用以及屏障功能，由此可见，皮肤微生物

群在维持皮肤完整性和健康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一些针对皮肤中宿主-微生物相互作用的研究表明，同一

部位的皮肤，在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或疾病状态的皮肤微生态组成是不一样的。因此，针对特定皮肤状态

下的微生态，进行护肤品配方的设计，对于纠正皮肤微生态失衡、实现皮肤健康的精准调节具有重要意义。
化妆品法规中目前没有明确的微生态护肤宣称，但微生态护肤的过程其实和很多功效宣称密切相关，因

为从皮肤微生态角度对皮肤屏障进行改善，就会涉及到如保湿、修护、舒缓、控油，甚至抗皱、紧致等，可覆盖

护肤品很多的宣称方向。当然这里都是需要科学的数据进行相关支持。比如一项国内新近的随机盲法的临

床研究表明: 一种含有酵母提取物的水凝胶保湿剂可以调节皮肤微生物组平衡，保护皮肤屏障( 皮肤微生物

组、物理、化学和免疫屏障) 免受环境侵害，并且该研究还有相关体外数据的支持［35］。
5. 3 如何科学规范做好相关的微生态护肤宣称 微生态护肤宣称作为新功效，需要合理的试验支持，这个

是法规规定的核心要素。因此，从成分到机制，再到相关的试验支持，目前对于规范这类宣称，建议要符合下

面三项中的相关要素。具体要求见图 1。

图 1 微生态护肤宣称需要的相关科学支持和理论要素

Fig. 1 Scientific supports and theoretical elements for the claims of microbiome skin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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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微生态护肤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随着对皮肤微生态的深入研究，研究者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不同微生

物群落对皮肤健康和疾病的影响。这有助于开发更加精准和高效的微生态护肤产品。未来，随着代谢组学

( metabolomics) 、宏蛋白组学( metaproteomics) 和宏转录组学( metatranscriptomics) 等领域的发展，可以将微生

物组结构和功能数据与皮肤状态数据相关联，从而更好地支持微生态护肤品的研发。
此外，微生态护肤有望推动个性化护肤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了解每个人的皮肤微生态独特性，可能找到

量身定制的护肤方案，以满足个体的独特需求。同时，皮肤微生态的研究也将促进医学和美容护肤领域的融

合，是结合医学 ( integrative medicine )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为解决很多皮肤疾病提供更为综合的治疗

方法［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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