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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类型皱纹与年龄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研究眼角皱纹、法令纹、额头皱纹等三种皱纹与年龄的相关性。方法：研究对象是 337 例受试者，采集
受试者的面部图像，参照标准图谱对图像的眼角皱纹、法令纹、额头皱纹的等级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皱
纹等级结果与受试者年龄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这三种类型的皱纹与年龄的变化均具有极显著的相关性（ p
＜ 0.001）。随着年龄的增长，三类皱纹呈现持续的上升趋势且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不同年龄阶段皱纹的出现
速率不同。20 岁～ 30 岁，皱纹增长趋势较为缓慢；30 岁～ 55 岁，各类皱纹会快速增多；55 岁～ 60 岁，皱
纹基本定型，增加趋于平缓或增加减少。但不同皱纹在不同年龄之间的增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法令纹在
整个年龄段的等级变化跨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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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前言
衰老是生命不可抗拒的自然过程，也是遗传、环境、

社会心理等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皮肤老化通常分为
自然衰老和光老化两种形式 [1]，前者主要指随着年龄的增
长，由机体内存在的不可抗拒因素，如遗传、重力、内分泌
及免疫功能等引起的老化；后者主要由于紫外线的作用，
加重了自然衰老的进程 [2]。

皮肤老化是一种持续渐进性的生理过程，直接影响
皮肤的外观与功能 [3]。皮肤表面纹理是皮肤表面自然形
成的很多隆起和凹陷的纹路，自出生时就存在于皮肤表
面，它使得皮肤变得柔韧、富有弹性，并使皮脂腺、汗腺
中的分泌物能沿其纹路扩展到整个皮肤表面。随着年龄
的增加，皮肤开始老化、萎缩、变薄，皮肤纹理形态会发
生改变，表现为纹理加深，相对个数减少 [4，5]，表面积
增加 [6]，皮肤微地貌线条变得更加明显，逐渐缓慢地变
成了人们所知的皱纹。

皱纹是皮肤老化最为明显的标志，也是其最直观的
表现形式之一，被称之为“人生的年轮”。皱纹形成以眼周、
额部、口角、颈部以及手足部等明显。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

认为皱纹的出现与年龄、表情肌和重力有关 [7]。人体进入
中年以后，皮肤开始出现明显变薄、变硬、干燥、张力降低
等现象，自表情肌松弛后，皮肤不能迅速修复，浅层皱纹
慢慢凝固变为深层皱纹。

除此之外，机体内部某些功能失调，健康受损出现的
各种遗传疾病和慢性疾病如贫血、营养不良、失眠、精神压
抑、内分泌功能失调、代谢异常等，都会促使皮肤产生皱
纹 [8-10]。在致皮肤衰老的外部因素中，光照是导致皮肤老
化的最主要原因。紫外辐射有时可直接灼伤皮肤，使皮肤
中自由基含量增加，也会引起弹性蛋白与胶原降解，使得皮
肤变粗糙，缺乏弹性，松弛，形成皱纹 [11]。另外，皱纹的产
生还与不良生活习惯有关，如吸烟 [12]，近年来国外更多的
流行病学研究也证实了吸烟是导致面部过早出现皱纹的因
素之一 [13]。皱纹形成还与人种 [14]、地域 [15] 等因素有关。

皱纹与年龄虽然有明确的关联，但是不同皱纹受年龄
影响的程度未见明确的报道。本次研究以337名、20岁～60
岁的符合条件的受试者为研究对象，选取了眼角皱纹 [16,17]、
法令纹、额头皱纹，这三种面部皮肤较为特征性的皱纹开
展研究。研究过程中选用了标准化多光源的图像采集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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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A-CR 进行图像采集，可以直观、可视化的呈现出皮肤的
生理状态 [18]。采用标准图谱对图像中受试者的法令纹、额
头皱纹、眼角皱纹进行评分，研究了这三类皱纹等级与年龄
的相关性，可为化妆品研发提供技术支持。

02 实验部分
2.1 实验仪器

图像采集仪器 VISIA-CR(Canfield)。

2.2 实验方法
2.2.1 志愿者纳入标准
入选合格志愿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年龄 20 ～ 60 岁健康女性志愿者；面部有

法令纹、额头皱纹、眼角皱纹者；能够接受测试区域皮肤
检查和预处理；能够理解试验过程，自愿参加试验并签署
书面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体质高度敏感，有过敏性疾病，化妆品过
敏史；患有银屑病、湿疹、异位性皮炎、严重痤疮等皮肤病，
或患有其他慢性系统性疾病；受试部位皮肤有胎记、色素
沉着、炎症、瘢痕、色素痣、多毛等现象等影响试验的皮肤
表征者；其他临床评估认为不适合参加试验。

2.2.2 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保持恒温恒湿，温度 21.0℃±1.0℃，相对

湿度 50%±10%。

2.2.3 测试流程
测试前，受试者首先按照要求统一清洁面部，在恒温

恒湿间休息 30 min，使用 Visia-CR 进行面部图像采集。
所采集的图像，参考标准图谱 [19] 对受试者的法令纹、额
头皱纹、眼角皱纹进行评分并记录。

2.2.4 图像选取
Visia-CR内置5种光源模式：标准光1、标准光2、交叉偏

振光、平行偏振光、UV光，每次拍照可同时得到5幅图像[20]。
本研究中选取标准光2的图像用于评估皱纹等级。标准光2
图像，将一些高亮反光部分（如额头，脸颊颧骨，鼻尖)过滤掉
后的图像，减少了亮点和阴影的影响 [21]，可以更清晰观察眼角

细纹、眼袋、黑眼圈、肤色均匀度等一些细节部分的特征变化，
适用于本研究中皱纹等级的评估。

2.2.5 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SPSS25.0 统计软件对各皱纹等级与人群年龄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描述性统计，包括数量、均值、标准
误差、标准偏差、最大值、最小值等。采用的双变量相关性分
析方法分析了皱纹等级与人群年龄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03 结果分析
3.1 受试者分组

本次研究的受试者共 337例，20 岁～ 60 岁，平均年
龄 41.15±11.10 岁。将受试者划分为 8 个年龄段，其中
20 ～25岁：42人；26 ～30岁：31人；31～35岁：45人；
36～ 40岁：46人；40～ 45岁：43人；46～ 50岁：47人；
51～ 55岁：43人；56 ～ 60岁：40人。

3.2 年龄与眼角皱纹
3.2.1 不同眼角皱纹等级的年龄分布
眼角皱纹的年龄分布为：1级水平为（33.27±7.99)岁，2

级水平为(33.01±8.67)岁，3级水平为（38.81±9.12)岁，4级
水平为 (49.93±8.22)岁，5级水平为（50.47±5.42)岁，6级水
平为(56.67±2.89)岁。不同的眼角皱纹等级与受试者年龄的
水平影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47.58，p ＜0.001）。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眼角皱纹等级与年龄的关系可分为
ab两个水平段。其中a段包括1、2、3级，b段包括4、5、6级。
从图1中可以看出，ab两段之间存在明显的年龄差，人群在
40岁之前眼角皱纹以小于3级皱纹为主，在50岁之后则眼
角皱纹呈加深至4级以上，说明眼部衰老程度加重。

图 1 不同眼角皱纹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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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年龄与法令纹
3.3.1 不同法令纹等级的年龄分布
法令纹的年龄分布为：1 级水平为（29.52±5.32)岁，2

级水平为（37.14±9.55) 岁，3 级水平为（44.11±8.25) 岁，4
级水平为（48.71±7.62) 岁，5 级水平为（51.73±6.34) 岁，6
级水平为（54.25±3.96)岁。不同的法令纹等级与受试者年
龄的水平影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76.26，p ＜0.001）。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法令纹等级与年龄的关系可分为
abcde 五个水平段。其中1 级为 a 段，2 级为 b 段，3 级为
c 段，4 级为 d 段，5 级为 de 段，6 级为 e 段。4 级与 6 级
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5），5 级与 4 级、6 级之间均无
统计学意义 ( p ＞ 0.05）。从图 3中可看出，4 级～ 6 级法
令纹在 50岁之后，随年龄变化的增长趋势接近平缓。

图 3 不同眼角法令纹的年龄分布

3.3.2 年龄与法令纹等级的相关性分析
按照不同年龄人群对法令纹等级进行划分，并进行描

述性统计，计量资料表示为：X±SD。不同年龄阶段的法令
纹分布状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年龄范围的眼角皱纹等级分布

年龄范围 年龄（X±SD）
20-25 岁 1.38±0.54
26-30 岁 1.42±0.62
31-35 岁 1.76±0.83
36-40 岁 2.79±1.07
41-45 岁 3.05±1.11
46-50 岁 3.51±1.27
51-55 岁 4.14±1.25
56-60 岁 4.23±1.10
总体均值 2.82±1.46

3.2.2 年龄与眼角皱纹等级的相关性分析
按照不同年龄人群对眼角皱纹等级进行划分，并进行

描述性统计，计量资料表示为：X±SD。不同年龄阶段的眼
角皱纹分布状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年龄范围的眼角皱纹等级分布 
年龄范围 眼角皱纹等级（X±SD）
20-25 岁 2.21±0.68
26-30 岁 2.52±0.73
31-35 岁 2.62±0.77
36-40 岁 2.70±0.81
41-45 岁 3.14±0.97
46-50 岁 3.43±0.90
51-55 岁 3.93±0.88
56-60 岁 4.00±0.55
总体均值 3.08±1.01

对受试者年龄和眼角皱纹采用双变量相关性分析方
法，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相关性p ＜0.001，
说明不同年龄段与其对应的眼角皱纹存在显著正向相关
性，具有极显著的统计学意义。从图 2中可以看出，年龄与
眼角皱纹等级有相同的变化趋势，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人群的自然老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受试人群的眼角皱纹等
级增加，眼角皱纹加深、数量增多。受试者年龄变化与眼
角皱纹的变化趋势有良好的一致性。

表 2 受试者年龄与眼角皱纹的相关性

受试者年龄 眼角皱纹等级
受试者年龄 1 0.000***

眼角皱纹等级 0.000*** 1
注 ：p <0.05 标记为“*”，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1 标记为“**”，
表示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 <0.001 标记为“***”，表示差异具有极
显著统计学意义。

图 2 不同年龄阶段眼角皱纹等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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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试者年龄和法令纹采用双变量相关性分析方法，
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不同年龄段与其对应
的法令纹存在显著正向相关性，具有极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 p ＜ 0.001）。年龄与法令纹等级有相同的变化趋势，随
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法令纹严重程度也不断加深。从图 4
中可以看出，在20～30岁之间，法令纹等级虽然有加深，
但未呈现明显的变化（ p ＞ 0.05）。同样在 51岁之后，法
令纹有加深，但未呈现明显的变化（ p ＞ 0.05），说明 51
岁之后，法令纹基本定性，接近平缓。31-50 岁之间，法令
纹呈现显著的上升（ p ＜ 0.05）。整体的年龄变化与法令
纹的变化趋势，呈现良好的一致性。

表 4 受试者年龄与法令纹的相关性

受试者年龄 法令纹等级
受试者年龄 1 0.000***

法令纹等级 0.000*** 1

注 ：p <0.05 标记为“*”，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1 标记为“**”，
表示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 <0.001 标记为“***”，表示差异具有极
显著统计学意义。

图 4 不同年龄阶段法令纹等级分布

3.4 年龄与额头皱纹
3.4.1 不同额头皱纹等级的年龄分布
额头皱纹的年龄分布为：1级水平为（34.44±9.83)岁，

2 级水平为（37.86±10.33) 岁，3 级水平为（43.22±9.19）
岁，4级水平为（48.95±7.47)岁，5级水平为（55.00±4.35）
岁，6 级水平为（54.38±5.94) 岁。不同的额头皱纹等级与
受试者年龄的水平影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28.89，p
＜0.001）。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额头皱纹等级与年龄的关系分

为 abcd 四个水平段。其中 a 段为 1、2 级，b 段为 3 级，
c 段为 4 级，d 段为 5、6 级。1 级、2 级额头皱纹的受试
者年龄无统计学意义，5 级、6 级额头的受试者年龄同样
无统计学意义。结合图 5 所示，1 级、2 级轻度额头皱纹
在 30-40 岁之间的增长趋势平缓，对于 5 级、6 级重度额
头皱纹，在 55 岁～ 60 岁之间区分不明显。而轻中度的
额头皱纹，会受年龄的影响，发生的概率会逐渐增大，并
且都有显著性的加深。

图 5 不同等级额头皱纹年龄分布

3.4.2 年龄与额头皱纹等级的相关性分析
按照不同年龄人群对额头皱纹等级进行划分，并进行

描述性统计，计量资料表示为：X±SD。不同年龄阶段的额
头皱纹分布状况如表 5所示。

表 5 不同年龄阶段的额头皱纹等级分布

年龄范围 额头皱纹等级（X±SD）
20-25 岁 1.64±0.73
26-30 岁 1.71±0.53
31-35 岁 2.27±0.69
36-40 岁 2.22±1.03
41-45 岁 2.44±1.16
46-50 岁 2.85±1.14
51-55 岁 3.42±1.52
56-60 岁 3.75±1.45
总体均值 2.56±1.28

对受试者年龄和额头皱纹采用双变量相关性分析方
法，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6所示，相关性p值均小于
0.001，说明不同年龄段与其对应的额头皱纹存在显著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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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具有极显著的统计学意义。从图 6可以看出，额头
皱纹随年龄增长，程度也不断加深。在 20岁～30岁之间，
额头皱纹的等级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31～ 45
岁之间，额头皱纹等级的增加平缓，46岁之后的，不同年龄
段受试者的额头皱纹呈现显著性变化（ p ＜0.05）。

表 6 受试者年龄与额头皱纹的相关性

受试者年龄 法令纹等级
受试者年龄 1 0.000***

法令纹等级 0.000*** 1

注 ：p <0.05 标记为“*”，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1 标记为“**”，
表示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 <0.001 标记为“***”，表示差异具有极
显著统计学意义。

图 6 不同年龄阶段额头皱纹等级分布

04  结果与讨论
皮肤作为人体最大的器官在防御外界危害和维持人

体内在环境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皮
肤组织的新陈代谢减慢，以及紫外线长时间的累积作用，
皮肤变得粗糙、皱纹加深 [22]。

本次研究对 337例，20 岁～ 60 岁受试者的面部采集
图像进行了眼角皱纹、法令纹、额头皱纹的等级评估，结
果显示，眼角皱纹、法令纹、额头皱纹，这 3 种类型的皱纹
与年龄的变化均具有极显著的相关性（ p ＜ 0.001）。说明
随着年龄的增长，3 类皱纹呈现持续的上升趋势且具有较
好的一致性。这 3 类皱纹的趋势均为先缓慢增多，再快速
增多，最后趋于平缓或增加减少，其中法令纹在整个年龄
段的等级变化跨度最大，各皱纹间无区别交叉性。

研究中显示，不同年龄范围的皱纹变化也表现出不
同的增长。如在 20 岁到 30 岁，眼角皱纹增长相对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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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额头皱纹和法令纹的增长幅度较小，说明 20 岁～ 30
岁这个年龄段，较易出现眼角皱纹，并且会随着年龄增长
有明显的加深，而法令纹和额头皱纹虽然会随着年龄变
化的增加，但是增长相对平缓，处在 1 级、2 级等轻度不
易察觉的皱纹状态。31岁～ 55 岁之间，这三类皱纹均会
随着年龄的增长，各年龄段之间会呈现显著性的加深或
增多。到了 55 岁之后，额头皱纹仍会呈现增长的趋势，
但相较 31岁～ 55 岁，其增长已经开始放缓。眼角皱纹
和法令纹则在 55 岁之后趋于平稳，在这个年龄阶段，眼
角皱纹和法令纹已经处于重度皱纹，虽然会受年龄的影
响进一步加重，但不会出现显著的增多。以上的结果表明，
面部不同位置的衰老速率不同，在人的衰老进程中，人面
部最早出现的是眼角皱纹。30 岁之后，不止眼角皱纹，会
迎来一个法令纹加深的高峰期，额头皱纹也开始快速增
多，面部皮肤开始加速衰老。55 岁之后，眼角皱纹和法
令纹已经基本定性，面部皮肤已经进入了老化状态，而额
头皱纹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继续加深。

05  展望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年轻化肌

肤的追求不断提升，对抗皱化妆品的需求日益增大 [23]。
2021年 4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化妆品功效宣
称评价规范》[24]（简称“《评价规范》”）和《化妆品分类
规则和分类目录》[25]（简称“《目录》”），均受到行业广
泛关注。《目录》 中明确了化妆品“抗皱” 释义的为“有
助于减缓皮肤皱纹产生或使皱纹变得不明显”。《评价规
范》 对应将《目录》 中的 26 个功效类别分为几种情形，
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评价项目要求，其中抗皱等 7个功效类
别，可以通过人体功效评价试验、消费者使用测试或实验
室实验，结合文献资料或研究数据进行评价。

本研究中，对皱纹与年龄的相关性研究，一方面，可以
帮助化妆品从业者更清晰地了解不同皱纹在各年龄阶段
的发展进程，将助于产品端的从业者针对性的开发产品。
另一方面，在新法规的影响下，行业对化妆品的功效评价
有了更高关注度，本次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检测机构更准确
的了解不同人群的皱纹状态，筛选合适的受试者参与抗皱
化妆品的功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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