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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宣传、非法添加违
禁成分，市场乱象频出

“无激素”“纯天然”“去痒”……在购物
网站搜索“儿童护肤品”，这些醒目的标签
伴随着众多产品扑面而来。由于儿童皮肤
娇嫩脆弱，时常受到干燥、红痒等问题困
扰，贴着这类标签的儿童护肤品受到家长
的青睐。

记者点开一款抑菌乳膏，展示页面上
“轻松告别湿痒”等字样十分明显。卖家也
在问答区告诉消费者产品“对各种湿疹效
果都非常好”。

据了解，市场上常见的儿童护肤产品，
批准文号包括“妆”字号和“消”字号两种，
分别代表化妆品和卫生消毒用品。“不论是

‘消’字号还是‘妆’字号，国家都规定产品
标签和宣传内容不得出现或暗示对疾病的
疗效。”天津市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

记者在国家药监局公布的数批次化妆
品抽检通告中，发现不少婴幼儿护肤产品
的影子。如 2020 年 9 月，武汉一家公司生
产的芷御坊肤乐维肤膏 1 批次婴幼儿护肤
类产品中检出禁用物质克霉唑。天津市妇
女儿童保健中心皮肤科医生李静介绍，克
霉唑为广谱抗真菌药，具有杀菌止痒的作
用，但在儿童护肤品中禁用。

天津市日用化学品协会秘书长羡志明
表示，目前儿童化妆品被检出的禁用成分

主要有抗生素和激素，还有超限添加防腐
剂等。专业做护肤品成分查询的平台“美
丽修行”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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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至第三方机构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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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消费、出事甩锅、
逃避监管，家长“踩坑”不断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法商家添加违禁
成分大多是想让产品在“功效”上脱颖而
出，非法添加激素的儿童护肤品在治疗湿
疹等方面往往有较好的效果，但家长们不
知道的是，长期使用这类产品，很容易造成
激素依赖等后果。

李静在工作中时常遇到患儿受到问题
护肤品侵害的案例。她介绍，有一些孩子
本身患有轻微湿疹，新手妈妈们盲目给孩
子使用网红宝宝霜后，原有湿疹不仅没有
缓解，反而出现大面积红肿、流水等症状，

甚至全身过敏。“查阅产品说明，标注出来
的成分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此种问题的
出现可以提示这类产品违规或过量添加了
某些不当成分。”

这类速发性的过敏反应，家长会立刻
注意到。但还有一些是迟发性的，容易掩
人耳目。李静说：“给孩子长期使用所谓既
润肤又预防和治疗湿疹的宝宝霜，一开始
效果确实好，但停用后，孩子的过敏反应就
慢慢显现，这就是形成了激素依赖性皮炎，
治疗很麻烦。”

遇到这类情况，一些家长维权却遭遇
商家甩锅。天津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此
前孩子使用了一款儿童保湿霜后，出现不
良反应。她咨询卖家所谓的“育婴顾问”，
对方解释“这是在排毒”，并推荐新的产品
继续配合使用。陈女士照做后，孩子的症
状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剧了，到医院查出
皮肤破损严重。陈女士找到“育婴顾问”要
说法，对方表示这是孩子个人体质的原因，
与产品无关，拒不退款和赔偿。

同时，一些不法商家还“挂着羊头卖狗
肉”规避监管。记者在一些购物网站看到，

售卖“消”字号“宝宝霜”产品的店铺赫然挂
着“医疗器械专营店”的牌子，然而公开展
示的却都是看似具有“药效”的商品。业内
人士表示，“消”字号儿童护肤品不归药监
部门管理，审批相对容易，其产品种类繁
多，被监管部门抽查的风险小，这也给了不
法商家违规操作的空间。

儿童护肤品不是药，选
购需谨慎

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儿童护肤
品市场的健康发展，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
必须走向严格规范。主管部门、行业协会、
电商平台等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家长
在选购儿童护肤品时也要摆正心态、谨慎
选购。

天津市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在电商领域化妆品违规宣传
等乱象依然存在，相关电商平台应该切实
履行管理责任，大力开展平台治理。同时，
业内人士建议，应进一步严格“消”字号产
品的适用类型及其审批程序，对于相关具
有药效的产品，应该统一纳入药监部门审
批和监管。

羡志明表示，家长也应摆正心态，“护
肤品永远是护肤品，不是药，不能指望护肤
品治病。”他说，在选购时，应选择正规商
店，购买正规品牌；不盲目听信广告，对宣
传功能特别强、见效特别快的儿童护肤品，
应持谨慎态度。儿童护肤产品成分应尽量
简单，对活性物、植物提取物不能迷信，这
类提取物越少越好。

李静也建议，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护
肤 时 应 参 考 个 人 肤 质 、季 节 和 地 域 等 因
素。“总体来看，只有适合自己孩子的护肤
品才是最佳的，家长拿不定主意时，可求助
皮肤科医生获得专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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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象频出 “踩坑”不断

让人上火的儿童护肤品
近日，一起疑似婴儿护肤品引发“大头娃娃”事件，引起了人们

对儿童护肤品市场的关注。虽然目前该事件还有待相关部门给出
明确调查结果，但记者采访发现，儿童护肤品市场中，一些不法商
家违规宣传产品功效、非法添加违禁成分、规避监管等问题却屡见
不鲜。家长由于缺乏专业判断，也是频频“踩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