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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敏感性皮肤是指皮肤在生理或病理条件下发生的一种高反应状态，多发生于面部，易受到某些物理、化

学及神经等因素刺激而表现出刺痛、红痒、脱屑及毛细血管扩张等症状。目前已知敏感性皮肤发生与皮

肤屏障受损、神经血管反应性增高及免疫炎症反应等有关。针对产生敏感性皮肤的诱因与形成机制进行

修护，可对应采取各种方式如对皮肤补水修护；在化妆品中添加神经受体拮抗剂、天然酵母提取物；低

能量光子治疗等均能有助于缓解敏感性皮肤症状。本文针对舒缓敏感性皮肤的对策研究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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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nsitive skin refers to a hyper-reactive state of the skin under physiological or pathological con-
ditions, which mainly occurs on the face, and is easily stimulated by certain physical, chemical and 
neurological factors to show symptoms such as tingling, red itching, scaling and capillary vasodi-
lation. It is known that the occurrence of sensitive skin is related to skin barrier damage, in-
creased neurovascular reactivity, and immune inflammatory response. According to the causes 
and mechanism of its occurrence, various methods can be taken accordingly, such as moistu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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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pairing the skin; adding nerve receptor antagonists and natural yeast extracts to cosmetics; 
low-energy photon therapy, which can be helpful on relieving the symptoms of sensitive skin.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countermeasures for soothing sensitive 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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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飞速发展，全球一体化，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也让其对自身皮肤的健康状态更加关注。无

关乎性别，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重视自身肌肤健康状况。据 2017 年的《中国敏感性皮肤整治专家共识》

[1]报告显示，我国有 36.1%的女性为敏感性皮肤，这也就意味着每 3 个人中就有 1 个敏感肌。据多准联

合妮维雅 NIVEA、天猫新品创新中心(TMIC)发布的《敏感肌洁面趋势白皮书》可知，2022 年中国“敏

感肌”护肤品市场规模总额将达到 290 亿元，而近 3 年的复合增长率高至 27.0%。不难看出，敏感性皮

肤问题已然困扰着很大一部分人群。 
敏感性皮肤的性质与皮肤过敏不同，通常认为敏感性皮肤是一种亚稳定状态，它对多种内外因素耐

受性降低、敏感性增强[2]。敏感性皮肤形成机制较为复杂，本文将结合其产生机制以及影响因素对目前

解决这一症状的相关方法做一综述。 

2. 形成机制 

2.1. 皮肤屏障受损 

皮肤屏障受损主要是指“砖墙”结构即由角质层细胞和细胞之间的脂质和天然保湿因子组成、其表

面附有皮脂膜的皮肤表层结构受到损伤，导致皮肤表面微生态失衡，从而水分及营养物质流失、外来细

菌入侵等。最终皮肤表皮变薄，对外界抵抗力减弱，受外界刺激性影响更大，如此反复恶性循环，易形

成敏感肌更甚引发皮肤炎症反应。 

2.2. 血管反应性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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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受体因易被辣椒素激活而通常被称作辣椒素受体，除了辣椒素以外，较高的温度、较低的 pH
值等其他介质也可以激活 TRPV1 的过度表达也是形成敏感肌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敏感肌皮肤人群中，TRPV-1 过度表达[4]，且表达越频繁，皮肤敏感性越严重。通过动态光学相

干断层影射术(Dynamic-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D-OCT)测量发现[5]，敏感性皮肤人群血管反应性

提高，与正常皮肤相比，敏感肌的血管密度更高且浅表微血管更接近表皮，更多的浅表血管更易遭受外

界刺激引起血管过度反应和炎症介质的释放，并且敏感肌人群在前臂腹侧涂抹烟酸甲酯后的血管舒张性

比正常皮肤状况人群更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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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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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已有研究观察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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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皮肤敏感。 

3. 敏感性皮肤诱发因素 

敏感性皮肤的诱发因素有很多，可以分为外源性因素(生活环境、日常行为、物理或化学刺激)和内源

性因素(种族、基因遗传、内分泌等) [7]。 

3.1. 外源性因素 

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空气温度湿度、季节交替、紫外线强度、海拔高度等[8]。在换季时，空气湿度与

温度改变，皮脂膜结构受损，严重影响表皮屏障功能，如若不能及时护理极大可能导致敏感。有实验通

过测试[9]比较夏季和冬季健康皮肤和不同程度敏感性皮肤生理物理指标变化，表明季节变化对不同类型

的敏感性皮肤的屏障功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相较于平原地区，居住在高海拔地区的人群，受早

晚温差、紫外线光照强度等高原气候影响，其面部角质层受到损伤。表现为角质层薄弱而敏感，受阳光

直射等外来物理环境刺激时面部毛细血管扩张，出现潮红。受此长期影响，陈旧性淤血瘀滞在毛细血管

内面部则会一直呈现红血丝。 
不良的个人日常生活行为亦能导致敏感性皮肤发生。从《中国女性敏感肌现状白皮书-2020》[10]中

得出敏感肌人群特征显示，26~30 岁是敏感肌用户最为集中的年龄段。其中作息不规律、饮食辛辣、生

活工作压力大已是此类年轻人的生活常态。而不合理的护肤、对特殊日化产品的不正确使用更会加重皮

肤负担、对皮肤产生刺激诱发敏感。 

3.2. 内源性因素 

就个体而言，不同种族的角质层数目、细胞间质黏度以及黑色素不同，导致皮肤敏感度有所区别；

敏感性皮肤或与种族基因遗传因素有关[11]；在青春期、生理期以及心理异常情况下，易出现内分泌失调，

体内激素变化，皆可能导致皮肤抵抗力降低而致使皮肤敏感。尽管在敏感性皮肤形成中内在因素具有不

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目前手段仍很难对此做出干涉。 

4. 敏感性皮肤的舒缓方法 

目前认为敏感性皮肤发生是一种皮肤屏障–神经血管–免疫炎症作用的复杂过程[5]。皮肤不耐受并

不意味就不去使用护肤品，只是要在产品使用上更多去选用合规抗敏产品，坚持养成良好护肤习惯。结

合诱发因素，以及过敏性皮肤临床感官特征(刺痛、泛红、红痒、脱屑等)对舒缓敏感性皮肤的方法逐一论

述。 

4.1. 修护受损皮肤屏障 

敏感性皮肤往往表现为皮肤屏障功能方面受损，不但对物质通透性增加，且角质层水分含量减少。

因此，逐步改善表皮通透屏障相关功能抑制剂和保湿剂是切实有效缓解方法。应适当外源性补充天然保

湿因子以及使用一些常见保湿剂(如甘油、凡士林等)、封闭剂以减少皮肤水分流失，使得角质层具有良好

的锁水保水能力以改善干燥；补充神经酰胺以及类神经酰胺、甘油三酯、角鲨烷等脂质填补角质细胞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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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平衡细胞间脂质，促进皮肤屏障功能恢复，提高皮肤耐受性。此外，有研究表明给受损皮肤补充一

定负电子，能够加速受损皮肤屏障功能恢复[8]。 
目前，针对敏感性皮肤人群，舒缓保湿类护肤品研发规模不断扩大。国内外研究表明，单一周期性

使用此类产品能够有效缓解敏感性皮肤症状[12]。针对敏感肌的特性，产品成分尽可能精简，降低肌肤负

担，因为成分越多，致敏率就会更高[13]。例如活泉水，它主要含有微量矿物元素、SiO2、硒(Se) 等成

分，具有抗敏舒缓、增强肌肤抵抗自由基的能力的作用。以喷雾形式能够雾化活泉水分子，能够即时大

面积等压渗透皮肤，吸收快。 

4.2. 调节皮肤微生态 

一般皮肤表面呈弱酸性，这是因为皮脂、汗腺分泌物等其他来源水油物质在表皮经有益微生物等作

用，在最外层乳化而形成一层“水脂膜”。具有缓冲作用，并且对过敏源也有一定抵抗能力，能够维持

皮肤表面微生态平衡。皮肤表面有多种微生物，主要分为两大类：常驻菌群和暂住菌群。常驻菌是皮肤

定居在健康皮肤的微生物，例如痤疮丙酸杆菌、表皮葡萄球菌等，受外界影响小，在微生态平衡时，对

皮肤无害；暂居菌通过与外界环境接触后短暂逗留在皮肤上，例如金黄色葡萄球菌，对皮肤健康有一定

影响。这些微生物能够通过分泌抗菌肽或自由脂肪酸防止病原体对抗入侵致病菌来提供保护[14]。 

实验数据表明[15]敏感皮肤实验者的皮肤菌群出现失衡，表现在受试部位(脸颊)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丰

度增加，而表皮葡萄球菌的丰度显著降低。基于皮肤微生态系统理论在化妆品配方中加入益生元和后生

元、益生菌将有很大程度上有效恢复平衡皮肤微生态[16]。 
益生元有选择地促进有益菌群的生长，促使益生菌产生有益于宿主的代谢物质和微量元素[17]，这可

以对皮肤产生健康的影响，维护微生态平衡的皮肤。大多数益生元包括非淀粉寡糖和果糖，包括菊粉、

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等[18]。在化妆品中加入益生菌，其成分活性或不稳定而且化妆品法律法规对于活

菌添加有着严格要求，所以目前市面上基本没有做此类产品的企业。益生菌的加工处理后代谢物统称后

生元。通过发酵技术获得的活菌体、益生菌发酵溶胞物或代谢产物能够正向调节皮肤微生态，提高抗菌

肽和丝聚蛋白含量，抑制有害菌过度定值，是目前基于微生态理论主要添加的化妆品原料[19]。致力于微

生态科学护肤的品牌瑷尔博士推出了相关抗敏修护的益生菌精研系列产品：益生菌精研深层修护面膜 、
益生菌水乳、益生菌酸奶面膜、益生菌修护霜。还有倡导“微生态”护肤理念的兰蔻明星产品小黑瓶，

其中就添加了10.7%高浓度二列酵母发酵溶胞产物(后生元)及5大益生元精粹，具有有效加速微生态修护、

加强角质层的代谢、保护细胞免受紫外线伤害等作用。 

4.3. 应用功效护肤品 

4.3.1. 神经受体拮抗剂 
神经血管反应性增加也是敏感皮肤形成的机制之一。TRPV1 在敏感性皮肤患者的瞬时受体部位过度

表达其表达水平与敏感性皮肤的表征成都成正相关。在内源性作用和外源性刺激下，它介导促炎症介质

的释放，导致局部毛细血管扩张、疼痛、灼烧和瘙痒等过度表达。 
合成 TRPV1 受体拮抗剂含有具有良好耐受性的反式-4-叔丁基环己醇[20]能够有效抑制垃辣椒素、视

黄醇、苯氧乙醇诱导的钙离子内流，从而降低或阻断由外用辣椒素引起人体皮肤上刺痛、灼热等反应，

收缩血管、缓解潮红。目前已有化妆品添加 TRPV1 受体拮抗剂如德国优色林修红特护霜中添加了 4-叔丁

基环己醇。在化妆品功效评价中可通过检测 TRPV1 表达量来确定产品是否具有镇静舒缓的功效[21]。 

4.3.2. 医用胶原蛋白或透明质酸敷料 
医用皮肤修护敷料具有隔离、保湿作用，有助于抑制和缓解敏感性皮肤免疫炎症反应，还能够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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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修护、降低色素沉着，具有辅助和修复作用[22]。除了使用液体、膏霜类化妆品，医用胶原蛋白或透

明质酸敷料能够在短时间内起到非常明显的保湿和舒缓抗炎作用。 
透明质酸和胶原蛋白都是非常好的保湿分子，有着修复和维持皮肤屏障功能、防止皮肤干燥脱皮、

减轻炎症反应，促进再上皮化和胶原蛋白合成等作用。胶原蛋白是构成细胞外基质的主要物质。生物相

容性好，其制成敷料贴具备的酸性环境可有效抑制细菌滋生，改善皮脂腺分泌排序，软化角质层；透明质

酸是一种天然非免疫性线性聚阴离子多糖，具有非免疫性，高持水性和粘弹性，其敷料贴可维持皮肤的

水合作用，减少经皮水分散失，能够促进角质形成细胞增殖、抗炎、促进胶原合成，提高皮肤耐受性[23]。 

4.4. 光电物理治疗 

皮肤潮红是在部分敏感性皮肤人的临床特征表现之一[24]。是由于皮下毛细血管在某些刺激下易扩

张、血流加速而呈现阵发性潮红现象。红和痒这两种反应现象并不是同时存在，有的敏感性皮肤患者在

经过周期性护理后，能够增强对外源刺激抵抗，刺痛、瘙痒等问题得以缓解，但是其皮下红血丝长时间

淤积很难消除。随着光电技术的发展，光电治疗敏感性皮肤红斑、炎症、神经性血管高反应方面已经有

了较大进展。 
研究发现，强脉冲光(IPL)可以封闭扩张的毛细血管，减少面部潮红，促进皮肤屏障的修复。射频技

术可以穿透表皮，刺激真皮胶原纤维的重新排列，增加皮肤角质层的厚度和耐受性[25]。光电组合能降低

能量，对表皮刺激少，治疗敏感皮肤更安全[26]。在光电治疗后，皮肤会出现短暂的敏感状态，可每天医

用皮肤修护敷料或者外用面贴膜，以达到舒缓、保湿的作用，一周后降低使用频次改为 2~3 次每周，再

逐步使用保湿水乳。外出时务必做好防晒，最好选择既能防 UVB，又能防 UVA 的防晒剂，若感觉防晒

剂肤感不适亦可做物理遮盖防晒(戴防晒帽、口罩、遮阳伞等)，以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损伤[27]。 

5.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导致敏感性皮肤形成影响因素有许多，我们可以通过其形成机制与诱发因素入手，来寻

找缓解敏感性皮肤所表现出的种种症状。就其临床特征来看，皮肤屏障低下是其主要特点。一旦皮肤屏

障受损，即会连锁导致表面微生物群失调，引发炎症。因此维护皮肤屏障在舒缓敏感性皮肤症状上具有

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局部患处，可以选择性应用 TRPV1、降钙素基因相关肽位点拮抗剂、具有修复受

损皮肤屏障的护肤品、物理光电治疗等，均可起到舒缓敏感性皮肤炎症反应作用。 
敏感性皮肤人群应根据自身情况有选择性借鉴上述治疗手段，并进行周期性作用来修护皮肤屏障，

舒缓敏感。此外，建议人们可以从改善日常行为进而改善自身皮肤状态。平时不要过度清洁皮肤，防止

角质层过薄，明确自身皮肤性质，在此前提下选择合适的水温和洗面奶；不要使用旧毛巾在面部揉搓，

面部清洁完毕后及时进行相关护肤，如补水、防晒处理，保证皮肤处在良好状态。同时健康的心态，较

小的精神压力也是维持健康皮肤必不可少的，可以通过适当运动进行自我释放，适当出汗能够促进皮肤

代谢、增强胶原纤维和弹力纤维功能，提高皮肤耐受。鉴于不同生活地区不同工作性质的人压力大小不

同，要及时购买相关护肤产品进行外在加持，让肌肤随时充满健康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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