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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示：使用本栏目信息请核对双
方有效证件，投资汇款请谨慎。本栏
目信息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教育资讯E
招 生招 生

房产资讯D

商务资讯A

广 告 热 线 : 13183330295 13592179403
地址：市区建设路西段 268号（鹰城广场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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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在微信公
众平台同步刊登
微信公众号：
ycqueqiaohui

耳聋请配助听器13087062226●
助 听 器助 听 器

老年公寓老年公寓
●康乐居老年公寓13937585159

搬家公司搬家公司
顺风搬家13837529909● 鹰城名吃-四不腻猪蹄3413983●

健康美容健康美容

假发、补发
市联盟路中段（联盟鑫城院内）
电话：13849583359

出 租出 租

出 售出 售
●专办急难租售房8978882

印 刷印 刷
要印刷找龙发8861818●

工商代理工商代理
●注册、代账、商标18737535133 ●招会计15637589127

电工焊工培训考证
市电讯职业学校 电话：2963913

魔石咕噜鱼饭店
体育路南头路东 电话：6121266

特色美食特色美食

生活资讯C

●专办急难租售房8978881

专治类风湿13938673850●

出售出租：中兴路桥南二楼商
铺，适合办公会所，435m2。
（原顺安旅馆）13700757306

招聘资讯B
招 聘招 聘

文化宫南门二、四层24间 400m2

可办公办学15136953660出租

记者调查发现，许多化妆品生产厂家
瞄准这一市场，把普通面膜贴上医美标签，
通过微商、直播、美容诊所等渠道销售，价
格翻了几倍。

在国内规模最大的化妆品展示交易中
心广州美博城，记者随机走访了多家化妆
品生产加工厂。这些厂家都表示，可以代
工生产医美面膜。一片面膜的订单价3至
5元不等，销售价15元以上。有商家称“卖
得很好”“太便宜了消费者不信”。

广州楚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

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一款“水涟肌透明质酸
多肽修护面膜”，显示化妆品生产许可证为

“粤妆”。工作人员称，此款面膜没有添加
防腐剂、香精，在破皮情况下使用也不会感
染、不会滋生细菌，跟“械字号”的面膜差不
多，“生产了两三年，没有发生不良反应”。

“这里大部分医美面膜都不是‘械字
号’。‘械字号’面膜和‘妆字号’面膜配方差
不多，就是证件不一样。”一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的销售人员说，他们的面膜可以用
于痘痘肌、晒伤、祛斑后的人群，一些美容

诊所长期进货。但记者在该公司生产的
“修复面膜”上看到，产品成分表上有一项
居然标注着“肌肤”。

据一些宣称代工医美面膜的厂家介
绍，微商群体是他们的主要客户。一家公
司的工作人员展示了一款名为“医美·玛蒂
莎”的“妆字号”面膜，包装说明称适合“激
光及微针疗程损伤肌肤”。工作人员说，他
们的客户群大部分是网络主播，一些主播
每周进货上千盒。一盒面膜进货价格不到
30元，销售价格达上百元。

一片三五元面膜贴医美标签售价15元以上

普通面膜“蹭热度”冒充医美面膜
一片面膜成本3元叫价至少翻涨5倍；有商家称“太便宜了消费者不信”

“比普通面膜安全、
效果好！痘痘、痘印、敏
感肌都能用”……时下，
医美面膜广告势头强
劲。原本医疗机构用于
皮肤治疗的医美面膜，因
主打医用、安全，备受美
容达人青睐。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
普通面膜打着医美面膜
的旗号在朋友圈、微信
群、QQ 群、电商等平台
销售。一片普通面膜成
本价仅三四元，层层包装
打上医美标签后，价格至
少翻涨5倍。

做完微整容手术，陈女士在某电
商平台购买了一款名为“寡肽舒缓修
护蚕丝冰膜”的医美面膜，使用后皮肤
瘙痒、红斑遍布。“找医疗机构鉴定其
实就是普通面膜，真是害人不浅。”陈
女士说。

医美面膜属于医疗器械，注册为
“械字号”；而普通面膜属于化妆品，注
册为“妆字号”。陈女士购买的这款面
膜是注册为“妆字号”的普通面膜，但
其广告称可在做完医美项目后用来镇
静、修复皮肤。一些美容诊所向客户
大力推荐，称“褪红、消炎效果很好”。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医美面膜被
称为医用敷料，针对皮肤治疗和美容
手术术后的修复，成分多是透明质酸、
活性胶原等，主要在医疗机构销售。

“‘械字号’需要严格按照国家医
疗器械标准生产，更严格、更规范。”广
东省中医院皮肤科副主任莫秀梅说，
医美面膜成分比较单一，针对性更强，
防腐剂等添加少，经过无菌生产后安
全性较强，可直接用于皮肤伤口。

医美面膜逐渐走红，一些普通面
膜也来“蹭热度”。记者在电商平台搜
索发现，大量普通面膜以医美名义售
卖。例如，一款名为“伊肤泉舒缓修复
保湿面膜”的产品，在宣传中写着医美
字样，声称可用于微针、水光等医美手
术的术后修复。但记者查询发现，这
款产品只是普通面膜。

在朋友圈里，还有一些号称进口
的医美面膜，产品说明上找不到任何
备案信息。

莫秀梅说，普通面膜冒充医美面
膜存在不少隐患。化妆品面膜有香
精、添加剂等成分，如果是在美容术后
或者给有伤口的皮肤使用，会存在危
险。

普通面膜
浑水摸鱼“蹭热度”

根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的
广告宣传中不得有“化妆品名称、制法、效
用或者性能有虚假夸大”“宣传医疗作用”
的内容。一些电商平台对化妆品广告宣传
也有相关规定。

但事实上，一些卖家明目张胆地公开
违规销售，并没有引起电商平台的重视。
广东省医学会医事法学分会主任宋儒亮认
为，电商平台应加强审核与监管，否则，一
旦发生消费纠纷，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宋儒亮说：“相对电商平台，通过朋友
圈、微信群等售卖，由于私密性强、规模小，

监管相对更难。”
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电子商务法明确

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
主体登记；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需要取得相
关行政许可的，应当依法取得行政许可。
专家认为，这意味着微商、代购、主播等经
营者都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拥有营业
执照，否则会面临处罚。宋儒亮表示，社交
平台应该加强把关，对微商经营者进行资
质审核与监管，并与监管部门数据共享，形
成线上线下联动监控。

宋儒亮认为，对于超过审批许可范围

的经营宣传、打着医美旗号误导消费者和
虚假宣传的情况，监管部门应该按照《医疗
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
例》《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予以打击和处罚。

“虽然安全性较强，但医美面膜也不是
人人都适用。医美面膜更多针对皮肤创
伤、皮肤修复，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些
使用正规‘械字号’医美面膜后过敏的情况
也不少见。”莫秀梅建议，消费者应该谨慎
选择，避免盲目跟风，尽量通过医院、药店
等正规平台购买。 （据新华社电）

电商平台应加强审核，对微商等加强监管

市场乱象

记者暗访

亟待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