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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敏感肌的成因包括环境因素、生活习惯因素和化学因素以及个体差异等因素，并且在疫情影响下，长期

佩戴口罩或许也会影响皮肤的敏感程度。目前研究的形成敏感肌机制主要分为皮肤屏障受损、皮肤感觉

神经系统异常、血管反应性增高以及免疫炎症反应，其他形成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通过整理归纳

分析敏感肌的原因及形成机制，有助于相关医学研究人员针对敏感肌问题提出解决方法，以及给敏感肌

相关护理产品的开发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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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uses of sensitive skin include environmental factors, lifestyle factors, chemical factor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pidemic, long-term wearing of masks may also 
affect the sensitivity of the skin. The mechanisms of sensitive muscle formation confirmed by ex-
isting research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skin barrier damage, abnormal skin sensory nervous sys-
tem, increased vascular reactivity, and immune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Other formation 
mechanisms need further study. By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the causes and formation mechan-
isms of sensitive skin, it will help relevant medical researchers to propose solutions for sensitive 
skin problems,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nsitive skin car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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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化妆品的清洁、护肤、美肤等效果，化妆品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密不可缺的一部分。但在目前市

场大环境中，许多人追求快速美肤效果滥用化妆品、在国内，化妆品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导致市

场中依旧存在相当数量不良商家生产的不合格、劣质化妆品，以至于越来越多人皮肤敏感，再加之当代

多数年轻人的生活习惯问题，对护肤美妆等不同类型化妆品的选择和使用方法不当，以及环境污染等情

况，越来越多人成为了敏感肌人群中的一员。现有研究证实的形成敏感肌机制主要有皮肤屏障受损、皮

肤感觉神经系统异常、血管反应性增高以及免疫炎症反应[1]。本文将针对已发现的敏感肌的形成原因及

相应机制做整理归纳，以便于帮助相关研究人员更好地解决敏感肌问题及相关产品开发者开发出有针对

性的护理敏感肌的产品。 

2. 敏感性皮肤定义 

就现有研究来看，国内对敏感肌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一般认为，敏感性皮肤特指皮肤在生理或

病理条件下发生的一种高反应状态[1]。在国外敏感性皮肤的临床定义是特征性的感觉感知，包括紧绷、

异常刺痛、灼热感、瘙痒等。除此之外，敏感肌有别于皮肤病，普遍认识是一种处于亚稳态的皮肤，并

且不同于皮肤刺激和皮肤过敏，敏感肌通常没有明显病理上的临床表征。 
敏感肌的表现形式受不同原因呈现多样化，除上述的紧绷、刺痛、灼热、瘙痒外，在皮肤受到轻微

刺激后，还易出现面色潮红甚至红斑、干燥起皮等其他不适感觉。 

3. 敏感肌的形成原因 

3.1. 外在因素 

外在因素主要包括环境因素、生活习惯因素和化学因素等。 
环境因素有温度变化、空气质量(湿度)、日晒程度(紫外线强度) [2]等都可能引起皮肤敏感，在季节

交替时，敏感肌人群更易出现皮肤干燥缺水、发红等系列情况；生活习惯(方式)包括生活作息不规律如熬

夜等、饮食习惯不健康、不恰当的皮肤护理等同样也会使得皮肤敏感，尤其是滥用护肤品、卸妆不彻底

更易造成皮肤屏障损伤导致皮肤敏感；化学(医药)因素中日常洗护用品、常用劣质彩妆化妆品、一定时间

外用药物等都可能诱发皮肤敏感。 

3.2. 内在因素 

内在因素一般包括遗传、性别、年龄、激素水平以及精神因素等[2]，个体的遗传差异使得人的皮肤

敏感度不相同。通常情况下，年轻人较老年人更易引发敏感肌，女性较男性更易引发敏感肌。 
精神压力通过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释放各种介质发挥作用参与敏感性皮肤形成。这些介质包括神经

肽、神经生长因子、神经激素等。研究发现应激主要通过神经肽 Y、神经诱导因子诱导瘙痒，从而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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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敏感[3]。并且在激素水平影响下，如内分泌失衡可能会导致皮肤抵抗力下降、皮肤免疫反应增强而

引起皮肤敏感[4]。 

3.3. 皮肤病诱发 

皮肤作为人体第一道生理防线，在维护机体的健康上，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皮肤生理功能受损

即会引起皮肤病。而敏感性皮肤并非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具有相同或类似表现的疾病群。大部分特应

性皮炎的女性患者和半数左右的玫瑰痤疮患者都存在皮肤敏感状况[1]，可能是敏感性皮肤潜在病因。此

外本身如患有银屑病、酒渣鼻等皮肤病或者内部器官发生病变的人群也容易形成敏感肌。不难看出，此

类皮肤病所表现出的泛红、干痒、脱屑等症状亦与敏感性皮肤患者所表现出的症状相似。由此，我们可

以认识到敏感性皮肤是潜在疾病伴发的皮肤状态[5]。 

4. 敏感肌形成机制 

敏感肌的形成原因多样化，具体的形成机制并不完全明确。现在研究中了解的机制有皮肤屏障受损、

皮肤表皮层微生物菌群稳态失控、皮肤感觉神经系统失调、神经血管反应性异常和免疫及炎症反应等，

且在多数情况下，各种成因机制并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以复杂的互相作用形式导致形成敏感肌或者使

敏感肌的敏感程度更严重。研究表明，敏感性皮肤的发生是一种累及皮肤屏障–神经血管–免疫炎症的

复杂过程[6]。 

4.1. 皮肤屏障受损 

皮肤屏障受损主要是指“砖墙”结构受到损伤，导致“砖墙”结构的不稳定。角质层结构损伤或者

细胞之间脂质等成分不平衡，导致水分的加速散失以及皮肤的营养物质流失，以至于皮肤表皮的神经酰

胺含量大量减少，而能使皮肤屏障稳定性下降的有关神经鞘脂增加；其次是皮肤渗透功能受损，在对敏

感性皮肤患者面部皮损全转录组测序的研究中发现[7]，皮肤组织中的 CLDN5 表达量较正常皮肤表达量

低，而其编码的 claudin-5 紧密连接蛋白在表皮的颗粒层和棘层中形成屏障阻止外界病原体、致病菌等进

入体内。其表达量低，使得屏障功能降低，以至于外界刺激物、细菌等微生物或者其他化学物质渗透作

用加强进一步破坏皮肤屏障。 
 

 
Figure 1. Mechanisms of skin barrier damage 
图 1. 皮肤屏障受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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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皮肤表面含有大量不同种类的微生物，有细菌、真菌、病毒和蠕形螨等，构成一个微生态系统，

形成皮肤的微生物屏障[8]。通常认为，皮肤微生态系统的平衡非常重要，在正常皮肤状态下，微生物可

分泌抗菌肽、游离脂肪酸等防止外界病原体入侵起屏障功能[9] [10]，而微生态失衡、微生物的异常变化

可能致使形成敏感肌。皮肤屏障受损产生的敏感性皮肤相关流程如图 1 所示。 

4.2. 皮肤感觉神经系统异常 

皮肤感觉神经系统异常也是导致敏感肌形成的主要机制(图 2)。 
 

 
Figure 2. Skin sensory response enhancement pathway 
图 2. 皮肤感觉反应提升途径 

 
皮肤感觉神经系统异常的发生通常与瞬时受体电位家族的激活有关，主要通过激活瞬时受体电位香

草酸亚型 1 受体(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vanilloid 1, TRPV1)传导痛感、烧灼、瘙痒以及其他刺激等感觉。

皮肤神经纤维末梢因皮肤屏障受损使得对其保护能力减弱而导致加强了皮肤的感觉反应[11]。皮肤神经纤

维密度增加同样可能促进皮肤敏感，皮肤屏障功能无损伤的部分人群但有敏感肌的原因与此相关，并且

根据相关研究得知，相比与正常皮肤，皮肤神经纤维密度高的人更易产生皮肤敏感的有关表征。敏感性

皮肤患者存在 TRPV-1 受体过度表达，且表达水平与敏感性皮肤的严重程度成正比[12]。 

4.3. 血管反应性增高 

在敏感肌皮肤人群中，TRPV-1 过度表达，且表达越频繁，皮肤敏感性越严重(图 3)。TRPV1 通常在

成纤维细胞、角质形成细胞、内皮细胞和肥大细胞上表达，能够诱导肥大细胞和内皮细胞分泌内皮素

(endothelin, ET)，ET-1 可诱导分泌肿瘤坏死因子和白介素 IL-6，并促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产生，

使血管的反应性增高，引起血管扩张[13] [14]  REF _Ref111644650 \r \h [15]。在敏感肌皮肤人群中，

TRPV-1 过度表达，且表达越频繁，皮肤敏感性越严重。 
 

 
Figure 3. TRPV-1 and the increase of vascular reactivity 
图 3. TRPV-1 与血管反应性增高 

4.4. 免疫及炎症反应 

TRPV-1 除了能引起血管反应性增高以外，还能通过促进诱导分泌内皮素引导肥大细胞脱颗粒导致神

经源性炎症(图 4)。激活 TRPV-1 作用于角质形成细胞、肥大细胞等促进神经肽 P 物质、血管活性肠肽、

神经降压肽等神经源性炎症因子的释放，进一步促进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释放，使得肥大细胞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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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激活免疫细胞最终引发皮肤免疫及炎症反应[6]。现已有研究[16]观察无髓鞘神经纤维和肥大细胞

之间有直接联系，受外界应激，无髓鞘神经纤维能诱导产生 P 物质，从而触发淋巴微血管增大以及肥大

细胞脱颗粒增加并随后释放组胺，可引起皮肤红斑水肿等反应。 
 

 
Figure 4. TRPV-1 and the neurogenic inflammation 
图 4. TRPV-1 与神经源性炎症 

5. 总结与展望 

敏感肌的形成原因多样化使得形成机制并不单一，通常是以复杂的相互作用最终致使敏感肌。皮肤

屏障受损、皮肤感觉神经系统异常、血管反应性增高以及免疫及炎症反应等是现有研究中主要的形成机

制，其中尤以皮肤屏障受损为主。而在现大部分人群中，敏感肌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活习惯和化学因素，

不正常的生活作息使得皮肤表面微生态失衡，过度使用护理产品使得皮肤屏障受损，最终形成敏感肌等。

人们精神状态与皮肤敏感肌相关程度也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心理状态、情绪、压力等都会不同程度地

对敏感肌产生一定影响，但具体的机制机理还在探索过程中。通过皮肤屏障到神经血管再到免疫炎症这

一复杂过程，揭示了敏感肌的主要形成机制，但造成敏感肌的其他因素和可能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随着对敏感肌形成原因及机制探索的深入研究，针对性地护理敏感肌、研制护理化妆品或者医药等有了

更为全面的理论基础。 
除此之外，由于近几年来的疫情影响，人们戴口罩出门已经成为日常，而长期佩戴口罩对面部皮肤

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若护理不当，也易形成敏感肌。当口罩与皮肤摩擦时，无纺布材质的口罩让皮肤

更易出现敏感的症状，尤其本身是敏感肌的人群受其影响会更大。除了摩擦导致皮肤不适外，由于大部

分口罩的透气性较差，在呼气吸气过程中，水气不易散失出去而保留在口罩内部或者附着在皮肤上，导

致局部皮肤在这样闷热潮湿的情况下更易滋生细菌，破坏皮肤表面微生态的稳态，最终易形成敏感肌。

因此，为了避免形成敏感肌或者减轻口罩对自身敏感肌的进一步加重，非必要情况下及时摘下口罩通风、

日常对皮肤的护理是不可或缺的。而除了对敏感肌起护理作用的化妆品或起治疗作用的药品类，或许对

口罩材质的研究、如何使口罩对皮肤敏感程度下降等也可能是未来的预防敏感肌的方向之一。 
综上所述，目前对敏感肌的研究总体来说还不够完整深入，相对而言，敏感肌的预防、护理和治疗

仍然处于一个有待完善的阶段。而随着敏感肌人群的不断增多，造成因素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彻底治愈

敏感肌的难度也随之加大。与此同时，未来预防治愈敏感肌产品也就有着更大的市场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不断探索更新敏感肌相关机制机理对此是十分有必要的。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 2022 年北京市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支持。 

参考文献 
[1] 何黎, 郑捷, 马慧群, 郝飞, 刘玮, 王刚, 李利, 高兴华, 项蕾红, 吴艳, 谢红付, 袁超, 林彤, 赖维, 刘盛秀, 张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2.1281096


殷建楠 等 
 

 

DOI: 10.12677/acm.2022.1281096 7597 临床医学进展 
 

丽, 李吉, 严淑贤, 崔勇, 李虹, 陈抗, 周展超, 钟莉, 梁虹, 骆丹, 卢凤艳, 熊霞, 庞勤, 王玮蓁, 王秀丽, 朱丽

萍. 中国敏感性皮肤诊治专家共识[J].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 2017, 31(1): 1-4.  
https://doi.org/10.13735/j.cjdv.1001-7089.201611168   

[2] 喻明英, 许显, 任璐, 张炽坚, 林茵涛. 敏感肌形成机制及抗敏感成分研究进展[J]. 日用化学品科学, 2021, 
44(6): 32-37+52.  

[3] 谭琦, 王华. 精神应激在特应性皮炎中的作用[J].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 2012, 26(11): 1037-1039.  

[4] 孟令超. 一种防治和修复皮肤敏感的植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P]. 中国, CN114515304A. 2022-05-20.  

[5] 宋志强. 敏感性皮肤的再认识[C]//2018 全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出版者不详, 2018: 119. 

[6] 舒鸿, 何黎. 敏感性皮肤的发病机制[J]. 皮肤科学通报, 2020, 37(6): 555-558+1. 
[7] Yang, L., Lyu, L., Wu, W., et al. (2017) Genome-Wide Identification of Long Non-Coding RNA and mRNA Profiling 

Using RNA Sequencing in Subjects with Sensitive Skin. Oncotarget, 8, 114894-114910.  
https://doi.org/10.18632/oncotarget.23147 

[8] Weyrich, L.S., Dixit, S., Farrer, A.G., et al. (2015) The Skin Microbiome: Associations between Altered Microbial 
Communities and Disease.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Dermatology, 56, 268-274. https://doi.org/10.1111/ajd.12253 

[9] Lolou, V. and Panayiotidis, M.I. (2019) Functional Role of Probiotics and Prebiotics on Skin Health and Disease. 
Fermentation, 5, 41. https://doi.org/10.3390/fermentation5020041 

[10] Dybboe, R., Bandier, J., Skov, L., et al. (2017) The Role of the Skin Microbiome in Atopic Dermatitis: A Systematic 
Review. British Journal of Dermatology, 177, 1272-1278. https://doi.org/10.1111/bjd.15390 

[11] 刘媛, 解宇环, 何丹, 林青, 孙晓菲. 神经酰胺代谢途径对皮肤屏障功能影响研究进展[J]. 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 
2017, 33(10): 619-623. 

[12] 张圆瑾, 何黎. 敏感性皮肤基础与临床的展望[J]. 皮肤科学通报, 2020, 37(6): 616-620.  

[13] 农祥, 孙思昊, 何黎. 敏感性皮肤与光敏性皮肤病的鉴别[J]. 皮肤科学通报, 2020, 37(6): 581-584+4.  
[14] Richters, R., Falcone, D., Uzunbajakava, N., et al. (2015) What Is Sensitive Skin?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Objective Measurements. Skin Pharmacology and Physiology, 28, 75-83. https://doi.org/10.1159/000363149 
[15] Mills, O.H. and Berger, R.S. (1991) Defining the Susceptibility of Acne-Prone and Sensitive Skin Populations to Ex-

trinsic Factors. Dermatologic Clinics, 9, 93-98. https://doi.org/10.1016/S0733-8635(18)30437-6 
[16] Huet, F. and Misery, L. (2019) Sensitive Skin Is a Neuropathic Disorder. Experimental Dermatology, No. 1, 139-141.  

https://doi.org/10.1016/j.jid.2019.07.249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2.1281096
https://doi.org/10.13735/j.cjdv.1001-7089.201611168
https://doi.org/10.18632/oncotarget.23147
https://doi.org/10.1111/ajd.12253
https://doi.org/10.3390/fermentation5020041
https://doi.org/10.1111/bjd.15390
https://doi.org/10.1159/000363149
https://doi.org/10.1016/S0733-8635(18)30437-6
https://doi.org/10.1016/j.jid.2019.07.249

	敏感性皮肤形成原因探索
	摘  要
	关键词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Sensitive Ski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敏感性皮肤定义
	3. 敏感肌的形成原因
	3.1. 外在因素
	3.2. 内在因素
	3.3. 皮肤病诱发

	4. 敏感肌形成机制
	4.1. 皮肤屏障受损
	4.2. 皮肤感觉神经系统异常
	4.3. 血管反应性增高
	4.4. 免疫及炎症反应

	5. 总结与展望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