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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抗衰、变

美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年龄增长以及各种外界刺激会

导致机体逐渐衰老，机体衰老产生的诸多症状会表现

在皮肤和毛发上。医疗美容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得面

部皮肤年轻化的治疗手段越来越丰富，然而对于占

据头面部皮肤 2/3 面积、同时也是毛发赖以生存的土

壤——头皮，其衰老认识和关注度却不高。为此我国

皮肤、毛发领域的部分专家根据国内外研究基础和临

床经验，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本共识，以供临床

参考。

1　头皮衰老的定义

头皮是覆盖于颅骨之外的软组织，是面部皮肤

和颈部皮肤的延续，头皮的皮肤厚度比面部大部分

部位的皮肤厚度要薄。头皮的皮脂腺密度较为丰富，

皮脂分泌比较旺盛，头皮的毛囊密度比较高，自由基

含量也比较高，因此头皮是衰老非常快的皮肤组织，

衰老速度比面部以及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都要快 [1-3]。

头皮衰老经历内在和外在的过程，根据头皮毛发的数

量，可以将头皮衰老分为两种类型。脱发人群由于头

皮毛发较少，更多地显示出内在和外在衰老的特征，

可伴有明显的日光性组织弹力变性，包括色素沉着，

萎缩，毛细血管扩张，细胞结构变化，皮肤更薄更易

受损 [4]，更容易导致头皮出现日光性角化病，皮肤鳞

状细胞癌，黑素瘤等皮肤肿瘤 [5]。非脱发人群由于头

皮有更多的毛发覆盖，主要显示出内在衰老的特征，

最明显的是毛发的变化，比如毛发变细、变灰白等，

非脱发人群头皮的皮肤衰老通常不容易被注意到，主

要表现为头皮苍白干燥，弹性降低，脆性增加及变薄

松弛等 [6]。

2　头皮衰老的机制和表现

2.1　头皮衰老的机制

头皮衰老受到内部自然衰老进程和外部环境损

伤累积等多个因素的共同调控。内部因素主要是年龄

增加导致基因表达改变、抗氧化能力下降、炎症因子

累积、头皮微循环减弱以及毛囊干细胞活力下降等。

外部因素主要是紫外线照射、炎症刺激、环境污染、

吸烟以及油烟等长期累积而导致的基因调控紊乱、氧

化应激、炎症刺激、头皮微生态异常和毛囊损伤等。

综合头皮衰老的内外部因素，其机制可归纳为基因调

控、氧化应激、炎症反应、微循环障碍和毛囊退化 [7,8]。

2.1.1　基因调控　年龄增加导致头皮衰老相关的基

因调控发生改变，例如修饰基因丧失、甲基化和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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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化降低、端粒缩短、DNA 修复能力下降、原癌

基因和抑癌基因调控异常等 [9]。此外，外界因素也

会影响衰老相关基因的表达，紫外线照射、吸烟等

可以诱导头皮衰老相关基因的 DNA 损伤交联，导

致其复制错误、核苷酸辅酶破坏、含巯基酶失活，

继而引起 mRNA 转录异常，例如与光老化相关的

赖氨酰氧化酶（lysyl oxidase，LOX）、整合素 aM
（integrim aM，ITGAM）和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9）等基因 [10,11]。

2.1.2　氧化应激　氧化应激积累大量自由基，而自由

基是决定人体老化速度的关键。头皮是自由基最为活

跃的区域，随着年龄增加， 体内抗氧化系统功能衰退，

抗氧化酶的活性不断降低，自由基过量积聚，加速头

皮细胞死亡，从而导致头皮衰老 [12]。外源性氧化应激，

如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吸烟以及油烟等也会加速

衰老的发生 [13]，其产生的自由基可以激活角质形成

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中细胞表面因子和生长因子受体，

导致下游信号转导途径被激活，如核转录因子 AP-1。
AP-1 刺激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下调胶原蛋白基因

Ⅰ、Ⅲ和转化生长因子 -β 的表达，降解胶原蛋白和

弹性蛋白，导致头皮出现老化症状 [14,15]。

2.1.3　炎症反应　随着年龄增加，机体免疫功能下

降，内部炎症因子不断累积，头皮产生炎症。紫外

线照射可通过诱导抗原刺激反应的抑制途径而降低

头皮免疫应答，同时还可以引起炎性浸润，破坏头

皮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加速衰老的产生[16]。外

伤、感染、空气污染、吸烟等均可诱导头皮微循环

炎症系统的某个环节，引起炎症反应，导致头皮衰

老[17]。

2.1.4　微循环障碍　随着年龄增加，头皮内部血液

循环减弱、营养供给不足，导致微循环障碍，引起

头皮油脂分泌过多。还可以导致头皮经表皮失水率

增加，头皮屏障功能减弱，导致各种衰老症状；紫

外线照射、环境污染、洗护产品刺激也会破坏头皮

微环境，导致头皮微循环障碍，加速头皮衰老[18]。

2.1.5　毛囊退化　头皮毛囊密度比较高，而毛囊是

毛发产生的根本，毛囊的再生和更新均依赖于毛囊

干细胞的活力[19]，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些干细胞则

受到内部衰老调控以及外界损伤累积，更新和增殖

不再活跃，最终导致毛囊退化，进而引起无新生毛

发、白发等头皮衰老症状[20]。

2.2　头皮衰老的表现

2.2.1　头皮屏障功能受损、干燥脱屑、油脂分泌过

多　头皮衰老导致头皮表皮层屏障功能缺损，内部水

分及营养物质流失，头皮容易干燥脱屑 [21]。与头屑

相关的马拉色菌释放出刺激性的不饱和脂肪酸，导致

头皮微生态异常，进而引起油脂分泌过多等症状 [22]。

2.2.2　头皮变薄、松弛　真皮主要由成纤维细胞和细

胞外基质（ECM）组成。ECM 主要成分是提供韧性

的胶原纤维和提供弹性的弹性纤维。胶原纤维、弹性

纤维等 ECM 成分均由成纤维细胞分泌产生的 [23]。真

皮的厚度与其纤维组织等ECM成分的多少关系密切，

衰老过程中，胶原蛋白流失，纤维碎片化，功能成分

减少，阻碍成纤维细胞和 ECM 之间的机械作用，导

致成纤维细胞分泌能力降低，最终导致真皮变薄，头

皮松弛 [24]。

2.2.3　头皮瘙痒、炎症　内外部衰老因素导致炎症因

子累积，使头皮产生瘙痒、皮损等炎症，炎症导致毛

囊皮脂腺内皮脂氧化，直接影响邻近部位的毛囊干细

胞龛微环境，使其产生微炎症，细胞活性降低甚至凋

亡，从而出现头皮衰老症状 [25]。

2.2.4　头皮皮肤肿瘤的发生　头皮衰老是导致头皮

皮肤出现各种皮肤良恶性肿瘤病变的原因之一。脂溢

性角化病、色素痣、皮脂腺痣均是常见的良性皮肤肿

瘤，发生在头皮可以使病变处毛发减少 [26]。日光性

角化病为最常见的皮肤癌前期病变，为紫外线长期

照射所致，易发生在秃发的头皮上 [27]。秃发头皮常

见的恶性皮肤肿瘤主要为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

黑素瘤、血管肉瘤等。

2.2.5　毛发变灰白　毛发变灰白是由于毛发黑素颗

粒减少的缘故。衰老导致毛囊黑素细胞中有大量的

氧化应激反应发生，氧化应激选择性诱发毛囊黑素

细胞退化和凋亡，导致毛发变灰白[28]。

2.2.6　毛发变细、发质变差　在衰老过程中活性氧

攻击上皮细胞，产生大量MMP，降解组成毛干的重

要成分——角蛋白，使得毛干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从

而导致毛发变细、发质变差，尤以头顶、发缝、发

旋等光暴露部位常见[29]。

2.2.7　毛发稀疏、脱发、秃发　头皮衰老导致毛囊中

各类细胞更新减弱、营养供给不足，毛囊逐渐进入退

行期，毛发逐渐稀疏、脱发、秃发 [30,31]。微循环障碍、

激素、压力、药物不良反应、疾病等因素，均可以通

过复杂的发病机制，导致上述衰老症状。

3　头皮衰老的检测与诊断

面部衰老的检测与诊断手段相对比较丰富，如标

准皱纹色素图像尺，Dr. Glogau 皮肤老化分级法 [32]，

VISIA 检测仪 [33]，在面部皮肤屏障功能、真皮厚度、

血管结构的检测与诊断方面有广泛应用 [34]。头皮衰

老会导致面部衰老，然而专门针对头皮衰老的检测与

诊断手段较少。基于面部皮肤衰老研究基础和头皮皮

肤的特点，将头皮衰老的检测与诊断分为头皮皮肤和

头皮毛发的检测与诊断。

3.1　头皮皮肤的检测与诊断

3.1.1　经表皮失水率　内外部诱因均可导致表皮屏

障功能受损，经表皮失水率（TEWL）是评判表皮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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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功能的有力指标 [35]，头皮衰老可以导致 TEWL 值

升高，从而可以反映头皮屏障功能受损，因此 TEWL
可以作为头皮衰老的检测与诊断手段之一。

3.1.2　真皮厚度　正常头皮真皮厚度一般在 1 ～ 3 mm，

皮肤衰老会导致真皮厚度变薄，头皮衰老也有类似表

现，因此真皮厚度的变化，也可作为头皮衰老的指标

之一 [36]。真皮厚度通常采用无创高频超声的方法进

行检测 [37]。

3.1.3　其他　色素性问题是皮肤衰老的表现之一。在

头皮衰老过程中，也可见皮肤色素沉着的表现。头皮

皮肤色素的检测，可以协助评估头皮衰老类型和程

度，另外还可以通过皮肤镜观察头皮外观，正常的头

皮是青白色，有弹性韧性。如果颜色变化、油脂过多、

干燥无光泽、角质层异常增生或萎缩等可能是出现了

头皮衰老的症状，但是需要结合其他手段综合判断 [38]。

针对头皮衰老等原因导致的头皮皮肤肿瘤，可以对头

皮进行皮肤镜与组织病理检查或者免疫组化研究等。

3.2　头皮毛发的检测与诊断　头皮有大量的毛发覆

盖，头皮衰老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毛发的变化，因此

头皮毛发检测与诊断也可以评判头皮衰老。头皮毛

发老化包括毛干老化和毛囊老化，前者涉及毛发纤

维从根部到尖端的变性，后者包括毛发变灰白和脱

发。

3.2.1　毛干老化　毛干老化指毛发受到内在衰老和

外界风化因素变得脆弱，逐渐被磨损与撕裂。毛干

老化可以通过肉眼、显微镜、扫描电镜和皮肤镜

等观察[39]，主要是观察毛干直径、形状、色泽和末

端。发梢开叉、缺少光泽、枯黄、粗糙、干燥、变

细、易断也可能是头皮衰老的表现[40,41]。

3.2.2　毛发变灰白　毛发变灰白是头皮衰老最直观

的表现之一，灰白发与年龄和个体差异有关，高加索

人头发变白年龄为（34±9.6）岁，非洲人为（43.9±
10.3）岁，通常情况下，50% 的人在 50 岁时有 50%
的灰白发 [42]。灰白发有先天性和后天性两种。先天

性白发往往有家族史，需要进行专门的诊断。后天

性白发包括青少年白发和衰老性白发。青少年白发

是由于营养障碍、精神压力导致，可以进行血常规

检测综合判断 [43]。衰老性白发最常见，和头皮衰老最

直接相关，可以通过肉眼或者皮肤镜进行观察，判断

严重与否的标准是白发数量有没有达到全部头发数量

的 1%，一般人发量平均为 10 万根，1% 为 1 000 根，

白发数量＜ 1 000 根，属于轻微白发，而＞ 1 000 根，

则属于严重的白发 [44]。

3.2.3　脱发　脱发是头皮衰老另一个直观的表现。其

程度可以通过拉发试验进行判断，每日掉 50 ～ 100
根为正常，＞ 100 根为危险信号 [45]。脱发具体类型

可以通过毛发镜或组织病理学进行检测，组织病理学

检测对脱发诊断非常重要，尤其是瘢痕性秃发组织

病理检测是惟一确诊手段 [46,47]。毛发镜相对更简便，

可以初步区分瘢痕性秃发和非瘢痕性秃发。瘢痕性秃

发表现为毛囊开口消失、皮面光滑平展、皮肤萎缩变

薄，而非瘢痕性秃发皮面可见毛囊单位和毛囊开口，

同时可以区分各种非瘢痕性秃发，如雄激素性秃发

主要是毛干粗细不均，直径变细的毛干比例＞ 20%，

还可见毳毛增多，黄点征和毛周征 [48,49]。

以上对头皮皮肤（经表皮失水率、真皮厚度、头

皮皮肤色素、头皮皮肤肿瘤等）和头皮毛发（毛干老

化、毛发变灰白、脱发）检测与诊断的手段，可以很

好地认识和评判头皮衰老，从而更好地采取相应的手

段进行头皮抗衰。

4　头皮抗衰的手段

头皮是头发生存的环境以及面部皮肤的延续，内

部及外部诸多因素均可以引起头皮衰老。头皮衰老容

易导致头屑增多、头皮油腻、炎症、毛发变灰白、脱发、

秃发以及头皮皮肤肿瘤等症状。另外头皮衰老还可以

导致眼睑下垂、脸颊松弛、法令纹加深、口角下垂等

面部衰老症状。所以需要采取科学有效的头皮抗衰手

段来进行头皮年轻化管理。

4.1　遮光防晒

头皮毛发可以保护头皮免受紫外线的侵害。但紫

外线无处不在，毛发间存在许多间隙，不可能完全阻

隔紫外线对头皮的照射。而且头皮衰老导致的毛发稀

疏、脱发、秃发，使头皮更多地暴露于紫外线之下，

因此恰当的遮光防晒还是必要的。遮光防晒主要分为

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前者如遮阳帽、遮阳伞、物理

遮光剂，后者如发用防晒剂以及其他具有防晒功效的

护发产品。一些天然植物成分如芦荟、海藻、沙棘、

黄芪、银杏也具有吸收紫外线的功能。 此外还可以

采用添加抗氧化剂、烟酰胺、β 胡萝卜素等药物来对

抗头皮光老化 [50]。

4.2　毛发移植

头皮衰老导致毛发稀疏、脱发、秃发，严重影响

人的美观和健康。目前毛发移植手术对于毛发稀疏、

脱发、秃发的治疗已经相对成熟，是临床上见效快、

疗效持久、较为理想的一种治疗方法。毛发移植是将

自体的部分毛发通过外科手术的方法，使其重新分布

于头皮秃发区域或者身体其他毛发缺失部位，移植后

的毛发仍保持原有的生长特性，并在移植区域内继续

生长 [51]。毛发移植手术效果受到供区毛发的生长状

态、患者的心理素质、操作人员的技术等方面的影响，

所以可以在植发前对供区毛囊、受区头皮进行养护，

以提高移植毛囊成活率；毛发移植后通常会经历一段

置换期，患者精神压力比较大，且毛发移植手术对头

皮微环境、真皮厚度、毛囊微小化等改善效果甚微，

因此在植发后还需对植发区、原生发区等部位头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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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进行维养 [52]。

4.3　美塑疗法

遮光防晒可以预防和延缓头皮衰老，毛发移植手

术更加适用于没有毛囊的脱发稳定期患者，对其他类

型的脱发患者以及其他头皮衰老症状效果甚微，因此

深层次全面性对抗头皮衰老则需要其他有效的手段。

其中美塑疗法是应用广泛，效果明显的头皮年轻化管

理手段。美塑疗法源自于法国，由 Michel Pister 医生

于 1952 年创造，并应用于临床，主要是通过局部皮

下导入药物达到治疗目的。此技术先后用于治疗血管

炎、淋巴水肿、秃发、外形塑造等。美塑疗法安全、

创伤小、疼痛感低、效果迅速、操作简单、患者接受

度及满意度高 [53]。

美塑疗法在头皮抗衰中已有应用，如将肉毒毒

素、富血小板血浆等注射到头皮，可以改善头皮微环

境，促进毛发生长 [54,55]。除此之外，维生素 C、谷胱

甘肽等抗氧化成分 [56]，复合氨基酸、矿物质等营养

成分，咖啡因、三肽 -1 铜等保护毛囊成分，可以起

到抗氧化，促进微循环，抑制 5α 还原酶活性，保护

毛囊等头皮抗衰的作用 [57,58]。

4.4　其他

头皮养护在头皮抗衰中非常重要。头皮养护主要

包括按摩、清洁以及护理。头皮按摩，可以舒缓头皮、

促进血液循环和营养吸收、减少脱发、延缓毛发变灰

白、抑制头皮油脂分泌过多。头皮清洁可以清洁毛发、

维持头皮微生态平衡，一般宜选择头皮专用、温和安

全的产品。头皮护理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含有咖啡

因、柠檬酸、烟酰胺、锯叶棕萃取物等成分的护理

产品，可以起到抑制油脂分泌，改善头皮屏障功能，

促进微循环等头皮抗衰作用 [59]。

西药、中药、中成药以及保健品等口服类产品可

以有效延缓头皮衰老，如含有人参皂苷、锯叶棕提取

物、植物甾醇的产品，可以通过抗炎、抗氧化、抗雄

激素等作用促进头皮年轻化 [60]。

光电手段在治疗头皮抗衰等皮肤老化方面也非

常重要。如低能量激光疗法，通过增加皮下组织 ATP
的合成，促进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有效刺激毛囊，

调节油脂分泌，加速毛发生长，改善头皮衰老 [61,62]。

5　总结

头皮在人体皮肤最高处，所受拉力和重力比较

大，松弛下垂速度也比较快，头皮衰老是内外部因素

共同作用的多机制过程，可以导致多种老化症状。头

皮衰老严重影响美观和身体健康，因此头皮抗衰变得

越来越重要。目前主要的头皮抗衰手段有遮光防晒、

毛发移植手术、美塑疗法以及头皮养护、口服类产品、

光电手段等。其中美塑疗法因为其微创、高效、持久

的优势，将成为未来头皮抗衰的重要手段。

特别感谢西班牙英诺皮肤世家对本次专家共识内容编写

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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