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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娃娃”事件曝光
不少“消”字号护肤品含激素

1月 7日，微博测评博主“老爸评
测”曝光了一起疑似“大头娃娃”事
件。视频显示，五个月大的“柚子宝
宝”，在使用“嗳婴树”品牌的“益芙灵
多效特护抑菌霜”后，出现“大头娃
娃”症状，如发育迟缓、脸部肿大等。

据“柚子宝宝”的家属介绍，发现
孩子症状后，带孩子到南京儿童医院
进行检查；医生建议停用婴儿霜后，
孩子症状出现好转。

由于个人不能送检，其家人联系
了杭州老爸评测科技有限公司。该
公司将“益芙灵多效特护抑菌霜”及
同厂家的另一款婴儿霜“开心森林”
送给专业机构检测，结果显示，两款
产品均含有30多mg/kg的激素氯倍
他索丙酸脂。

据了解，涉事面霜是由福建欧艾
婴童健康护理用品公司生产的，使用
的是“（闽）卫消证字”许可证号；说明
书上不但未标明激素，还写着“可用
于日常护理”。根据国家规定，“消”
字号产品禁止使用抗生素、激素等物
质。

8日，“新华视点”记者实地暗访
位于福建漳州的涉事企业。这家企
业位于当地一个工业园的三楼，占地
约800平方米，包括生产、净化、包装
等车间，地点较为隐蔽，周边居民都
不知道该企业的存在。

据漳州市卫生监督所所长汤锦
升介绍，涉事企业于2017年4月注册
成立，6月取得福建省卫健委审批的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
该企业职工共5人，其中专业技术人
员3人。

汤锦升说，现场查看该企业生产
清单和销售清单发现，涉事的两款产
品分别生产于2020年3月和9月，两
批次共1200瓶，都是订单式发货，销
往江苏宿迁和连云港。

企业合伙人之一胡某8日曾对记
者表示，“出现问题有可能是使用其他
产品造成的，至于激素成分超标，要看
是否是权威机构检测的结果。”对此，
杭州老爸评测科技有限公司表示，测
评实验室是国际公认的检测机构。

漳州方面回应称，当地已第一时
间成立工作专班，对现场查见的留样
样品、产品包装材料等进行取样留
置，9日已联系厦门海关综合检验中
心开展涉事产品激素含量检测工作；
对流入市面的产品，正持续跟踪下架
召回进度，待寄回后同步进行检测，
相关信息将及时公开。

丁香医生诊所儿科医生庄睿丹
说，氯倍他索丙酸酯这种外用糖皮质
激素在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一般不
会引起明显的不良反应，如果是强效
价激素大量、长期应用，确实有可能
引起局部或全身不良反应，但这个剂
量要求非常大。从目前微博博主展
示的视频内容来看，还不能完全确认
是婴儿护肤品导致的问题。

这一事件让“消”字号婴儿护肤
品质量安全问题浮出水面。在母婴
商店、药房及电商平台上，“益芙灵多
效特护抑菌霜”“神夫草”“宝宝湿疹
膏”等“消”字号婴儿护肤品随处可
见。有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评价就
有好几千条，而且“好评如潮”。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
庆西南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杨希川
说，“消”字号产品被频频发现违规添
加强效激素、抗生素等。所谓“消”字
号其实是消毒产品，根据相关规定，
这类产品不能宣传具有医疗效果。
而一般用于治疗的药品，标注的应该
是“国药准”字号。

一家专业做护肤品成分查询的
平台“美丽修行”提供的一份检测报
告显示，他们从某电商平台采购了8
款热卖的宣称“纯天然”可治疗湿疹
的宝宝霜，其中6款为“消”字号，2款
为“妆”字号；送至第三方检测机构
SGS检测，结果显示，这8款产品中有

4款明确含有激素，2款检测到激素，
但无法检测出具体含量。

据报告，例如，苗疆域草婴儿紫
草软膏检测出476.6mg/kg地塞米松
醋酸酯、11.6mg/kg地塞米松等，地塞
米松醋酸酯含量和药膏剂量相当。

成本低售价高
审批容易监管缺位

由于添加激素后见效快，部分
“消”字号产品采取高定价策略。记
者调查了解，此次涉事的婴儿抑菌霜
出厂价才4元，但到消费者手中售价
达70多元。

庄睿丹接诊到不少初为人母的
妈妈带着孩子来看皮肤病。“她们有
些会使用这些‘消’字号产品。这些
产品一般不直接说可以治疗什么，往
往在文字上打擦边球，引导家长认为
这些产品对某些皮肤症状是有效
的。”

业内人士指出，“消”字号产品之
所以大行其道，主要是因为审批容
易。“‘消’字号产品的许可认证审批
由地方卫生健康部门执行，时间一般
仅需1个月，检测指标主要是它的杀
菌作用。而‘国药准’字号由国家药
品监管部门审批，要经过一系列药
理、病理、副作用、临床验证等方面的
测试、验证，确保安全有效后才有机
会获准上市，整个过程往往需要5到
10年。”杨希川说。

这就给了一些“消”字号产品“挂
羊头卖狗肉”的空间。一方面，由于
这些产品不是药品，生产和流通过程
没有严格要求，生产成本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市面上这类产品太多，被
市场监管部门抽检到的风险很小。
部分商家为了突出所谓的疗效，非法
添加违禁激素成分，炮制出所谓的

“秘方”噱头。
记者发现，不少生产厂商会对产

品说明进行模糊处理，有的还把“消”
字号批号印得比较隐蔽，尽量不让人

纯天然无激素？

“大头娃娃”事件
暴露“消”字号护肤品安全隐患

日前，一位微博博主曝光了一
起疑似婴儿护肤品引发“大头娃
娃”的事件，引发网友热议。

为了不使用激素药品，不少新
手爸妈喜欢购买号称无激素的护
肤“神药”。然而，“新华视点”记者
调查发现，不少所谓的“神药”其实
违规添加了激素，却披着“消”字号
的外衣，在市场上大行其道；这些

“神药”未经药品监管部门审批，未
经临床验证，安全隐患很大。

注意；大部分消费者并不太了解药品、
化妆品、消毒品的区别，购买时也不太
留意批号对应的产品性质。

“一旦消费者被所谓的‘疗效’蛊
惑，自行购买了这些产品，不仅可能对
人身安全造成伤害，而且维权也比较
困难。”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

加强监管
严格“消”字号产品适用类型

多位儿科医生、专家表示，所谓的
“消”字号、“卫”字号外用消毒或卫生
用品，不具备相应的治疗功能，却通过
社交平台虚假宣传、大肆销售，严重侵
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生命
健康权，亟待引起社会各方关注。

更糟糕的是，很多产品是供婴幼
儿使用的，为迎合家长们不愿使用激
素药品的心理，一些产品在宣传时声
称“纯天然”“纯中药”“无激素”，同时
又昧心地添加了激素，对婴幼儿健康
构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有儿科医生认为，应进一步严格
“消”字号产品的适用类型，用于人体皮
肤、黏膜的消毒剂，应按药品进行管理，
统一纳入药品监管部门审批和监管。

陈音江表示，杜绝此类违规问题，
关键还是要对症下药。商家之所以虚
假宣传和非法添加违禁成分，目的就
是为了牟取更多非法利益。所以，一
旦查清商家确实存在违法行为，不仅
要使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而
且要依法对其进行行政罚款、停业整
顿、吊销执照等处罚，让违法者得不偿
失。

庄睿丹说，了解湿疹、红屁股等皮
肤症状的治疗原理后就会发现，其实
一些弱效的激素药配上保湿霜，就能
很好地处理湿疹。“我们希望多做一些
科普，让妈妈们了解病情的原理，对症
治疗。”

（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 记者 张
璇 吴剑锋 唐弢）

婴儿健康隐患
新华社发 刘道伟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