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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志华
近期，“婴儿用抑菌霜后成

大头娃娃”引发关注。记者走
访发现，药店、母婴店和电商平
台都有很多“消字号”的婴儿
霜，它们大多打着神医、偏方的
招牌，号称纯天然无激素，一两
天就能见效。据悉，2020年12
月，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所
筛查了网络销售的41批婴幼儿
湿疹类产品，7批“消字号”湿疹
产品中4批含有激素。

这次出现的“大头娃娃”医
学上叫“满月脸”，是长期、超量
使用激素的典型表现。这位家
长之所以上当，是因为该产品
宣称具有“皮肤表面抑菌及日
常护理功能”，从字面上理解，
它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一款“护
肤品”“化妆品”，但实际上，它
属于“消字号”产品，只能宣传
消毒杀菌作用。在效果宣传方
面打擦边球，就会误导消费者，
让人错把“消字号”当作“妆字
号”来使用。

该产品除了涉嫌冒充“妆
字号”产品外，还揩了药品的

油。所有面霜都不允许添加激
素，将氯倍他索丙酸酯等激素
类药品加入到“消字号”产品当
中，“消字号”产品就具有了药
品的功效，使之具有“神药”的
吸引力，便于获得消费者的信
任。“消字号”与“妆字号”相互
混淆，消毒产品与药品的界限
模糊，以及保健品被宣传成药
品等，是近年来比较常见的现
象。在该个案当中，一款消毒
产品同时穿上化妆品和药品两
款马甲，使得这起典型个案更
具有警示意义。

首先，消费者不能认为只
要对治疗起作用就可以大胆选
用，而不愿意去探究起作用的
究竟是什么物质。比如大量使
用激素，虽然可以让皮肤过敏
或炎症等症状得到迅速缓解，
但激素的长期过量使用，很可
能导致严重后果。这名患儿的
湿疹是否能够治愈尚难确定，
却需要承受变成“大头娃娃”的
后果，教训十分深刻。坊间有
人十分迷信一些游医，认为大
医院缓解不了的症状，在游医

那里往往一针见效，却不知，这
一针当中，很可能含有大量的
激素或抗生素。

其次，类似浑水摸鱼的做
法，也给监管提了个醒。2019
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九
十八条规定，以非药品冒充药
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
品为假药。因此，该产品既可
被当成消毒产品过度宣传来处
置，也可以当假药论处。两个
不同的视角，处罚力度相差很
大。如何把握处罚的分寸，怎
么将防范前置到“神药”产生危
害之前，都需要监管部门仔细
斟酌。

消毒产品已非法跨界，伪
装成了“神药”，假如监管部门
仍然“各扫门前雪”，中间就会
出现两不管地带，定性和处罚
时，也会因界限模糊而难以确
定。这就需要不同的监管部门
做好配合，为各种浑水摸鱼设
定应对策略，用严密细致的规
范消除模糊空间，让消毒产品、
化妆品、药品等各守本分，无法
越界打擦边球。

用监管之手给“消字号”产品“消消毒”

0.8米的长度可以标为1米，这样的“非标卷尺”不仅在公开销
售，而且还能私人定制。近日，有网友在微博发出装修提醒，谨防

“非标卷尺”的猫腻。1月8日记者调查发现，几天前还有商家公
开售卖“非标卷尺”的某电商平台，已经下架该类商品，但线下仍
有商家表示可联系货源。律师认为，生产、销售“非标卷尺”均涉
嫌违法。南京市消费者协会则提醒消费者，如果遇到有人使用

“非标卷尺”诈骗，可拨打举报电话反映。
据1月10日《现代快报》

非标卷尺有猫腻，
长度定制真随意。
缺斤少两藏隐患，
缩水良心要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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