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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彩妆消费一年增长300%，孩子使用彩妆产品还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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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贫血，科学补铁不用慌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预防医学专家王鸣在近日
举行的“宫颈癌及戊型肝炎
疾病防控策略研讨会”上呼
吁：“早接种早保护，目前不
少女性盲目追求高价苗，我
觉得这种行为不值得提
倡”。

宫颈癌是世界范围内
公认的威胁女性健康的
主要“杀手”之一，目前市
面上宫颈癌疫苗种类包
括 了 国 产 二 价 、进 口 二
价、四价、九价四种。王
鸣表示，接种 HPV 疫苗作
为一级预防措施，已被越
来越多女性接受，从第一
支 HPV 疫苗上市至今，全
球已累计销售使用超过 5
亿支，安全性、有效性在
真实世界研究中得到验
证 ，女 性 不 必 盲 目 追 求
HPV 高价苗。

（敏稳）

女性不必盲目
追求HPV高价苗

来自瑞典的一项研究
发现，接受过严重肥胖治
疗的年轻人中有一半患有
神经精神病学问题。据他
们自己或父母的报告，2/3
的肥胖青少年患有某种类
型的心理健康问题。

这项研究涉及48名青
少年（73％为女孩），平均
年 龄 15 岁 ，平 均 BMI 为
42，已属于严重肥胖。一
半参与者因肥胖而接受了
药物治疗，而另一半则接
受了手术。青少年的父母
填写了调查表，具体是关
于孩子的多动症和自闭症
症状。青少年自己则回答
了有关暴食和抑郁症状的
问题。

研究结果显示，超过一
半父母估计他们的孩子有
类似于多动症和/或自闭
症。1/5的青少年报告患有
抑郁症，其中1/3称有暴饮
暴食问题。研究人员指出，
该项研究表明有必要对严
重肥胖的青少年进行个性
化治疗。

（曹淑芬）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 实习生 林芯仰

近年来，儿童美妆博主渐成小视频和社交网站的
热点，在视频中,从开箱到讲解,从试色到上妆，这些
孩子表现得甚至比成年人还专业。此外，一些明星也
热衷将自己的孩子作为模特来展示儿童化妆技巧，引
来不少未成年人和家长的争相模仿。空军特色医学
中心皮肤科副主任李强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采访时表示，他发现身边儿童使用彩妆产品化妆的
现象越来越普遍，对这一现象，他持反对态度。

而近日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无论是线下的
商超、文具店，还是网购平台，儿童化妆品销量都很
可观。据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2020年儿童彩妆消
费相较2019年增长300%。

儿童彩妆产品，是化妆品还是玩具？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儿童化妆品”，发现儿
童化妆品种类琳琅满目，眼影闪粉、唇彩、口红、腮
红、化妆刷等一应俱全，这些产品大多以儿童彩妆套
盒形式销售，价格便宜的仅几十元，贵的五六千元。
记者注意到，这些儿童彩妆产品在销售页面上均打
出“每个女孩子都是天生的化妆师”“女孩子的公主
梦”“呵护孩子爱美的探索欲”等广告语，吸引父母或
未成年人购买，有不少产品月销量过万件。

为打消家长顾虑，绝大多数店铺还会在产品页
面注明“专为儿童设计”“天然配方”等，并晒出“权威

检测证书”。记者发现这些“证书”字样模糊不清，无
法仔细辨别。在询问店家成分是否安全时，部分商家
提供了相关检测证书，但其送检样品名称也仅是“装
扮玩具”等，并非化妆品。在记者咨询产品详情时，有
商家坚称：自家产品已通过正规材质检测，不含对儿
童有害物质，对儿童皮肤无刺激。有的客服表示店里
售卖的是儿童化妆品，属于“过家家类”，但到底是玩
具还是化妆品？客服也无法给出明确答复。

虽然这类儿童美妆产品均强调“纯天然”“不刺
激”，但记者还是看到，有不少消费者在售后反馈中
称：“用了产品后眼睛过敏，肿得老是流眼泪，脸上也
一片红点。”“太假了，有一股难闻味道，差劲。”“会过
敏的，大家谨慎购买”。

今年4月，一位二年级小女孩的家长向江苏省徐
州市睢宁县人民检察院反映自己女儿在使用某化妆品
店售卖的眼影、气垫、粉底霜等彩妆后脸部出现红肿、
溃烂。当地检察官在县内部分化妆品店、文具店看到
了自称“专为儿童设计”的化妆品，这些化妆品多以“玩
具”之名销售，经查均为“三无”产品。那么，儿童彩妆产
品，真的如商家所说是专为儿童定制且安全可靠吗？

智慧芽一位知识产权专家告诉记者，目前国内
企业申请且有效的200多件相关儿童化妆品专利，
其中近60%为外观专利，除了部分为产品包装外，
其他多以玩具品类申请。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发布《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其中明确了“生产、销售未成年人的玩具、用
具，应当标明注意事项以防止被误用为儿童化妆
品”。这也代表“儿童玩具”与“儿童化妆品”概念不

应混淆，将玩具充作化妆品的现象将面临更严格的
法律监管。

儿童美妆产品是不负责任的商业行为，
不建议孩子长期使用彩妆产品

“化妆品都会含有一些小分子物质，甚至可能还
有一些小分子蛋白质，如果进入儿童皮肤、被皮肤免
疫系统识别后，容易发生炎症反应，产生过敏、瘙痒
等。”李强告诉记者，儿童皮肤与成年人皮肤差异非
常大，孩子皮肤偏薄，皮肤通透性极强，皮肤结构也
非常松散，细胞与细胞之间的连接弱于成人，这也导
致儿童皮肤屏障功能较弱。同时，不管是所谓儿童
彩妆产品还是成人彩妆产品的使用，都会影响儿童
皮肤的自身代谢，多次使用会破坏皮肤屏障，让皮肤
变得更加敏感。因此，李强不建议儿童使用各种类
型的彩妆产品。针对那些希望通过教导孩子化妆、
引导孩子审美发展的家长，李强希望家长应更多将
孩子健康放在第一位。

“国内美妆的火爆已从成人延伸到儿童，看起来
只是产品延伸，实质上还是商人趋利本质决定的。”
纺织鞋服品牌管理专家程伟雄认为，在多元渠道的
当下，对于新兴业态相关部门的监管尚有缺失，而化
妆品企业将市场延伸到儿童美妆产品，是极其不负
责任的商业行为。他强调：“商家的道德底线不可逾
越，同时也期待家长需要具备正确的健康消费理念，
让孩子们自然健康地成长。”

专家还表示，不管从成分还是生产工艺上看，目
前专门针对儿童和婴幼儿的化妆品、护肤品专利非
常少，从专利的数量和质量上分析，儿童化妆品离规
范和成熟还有很大距离。如今市面上大量产品都以

“儿童专用配方”“安全可用”等话术进行宣传，建议
家长给孩子购买和使用这类产品时还需谨慎。

儿童美妆产品首要是“安全”，儿童化妆
品乱象亟须规范整治

频发的质量问题，为儿童彩妆市场敲响了警
钟。针对儿童彩妆产品乱象，今年以来，全国各地陆
续开展儿童化妆品专项整治行动。今年上半年，北
京市昌平区在儿童化妆品专项治理中，检查化妆品
经营单位814家次，查处化妆品案件17起，发现和
整改问题60个；福建厦门市市场监管局针对无证生
产、销售过期和无中文标签的化妆品等违法行为已
立案17起，涉及儿童化妆品的有5起。

今年3月起，北京市药监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
开展为期半年的儿童化妆品专项检查工作，发现目
前市场销售的儿童彩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玩
具产品形式销售，另一种是取得化妆品备案以儿童
化妆品形式销售。根据国标GB6675.1-2014（玩具
安全国家标准）中对玩具化妆品的注明是：儿童扮演
角色时涂饰用或给玩具（或玩偶等）涂饰的产品。可
以看出，儿童彩妆属于儿童玩具中的一类产品。该
负责人解释，如儿童彩妆标签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
GB6675.1-2014，应按照玩具进行管理。如儿童彩
妆已备案，应按照儿童化妆品进行管理。

据北京市药监局化妆品建管处负责人介绍，我
国对于儿童产品有更谨慎的产品配方安全考量，儿
童产品所使用的原料都要求安全性较高，并有一定
的安全使用历史。最终产品和其中所含原料都须通
过针对儿童使用的安全风险评估，才能作为儿童产
品投放于市场上。

“儿童美妆产品，首要任务是做到‘安全’。
遗憾的是，由于有关标准的缺失，部分企业对

‘美’比较重视，对安全与健康不以为意。”四川
天府健康产业研究院首
席专家孟立联表示，加
强儿童美妆产品的标准
化及其标准体系建设，
是首要大事。其次，监
管问题也应重视。对美
妆产品引起的安全与健
康问题，应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时处罚，提醒
并督促企业重视儿童美
妆产品的安全问题。

儿童健康健康

健康好好““孕孕””

■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产科
副主任医师 郭培奋

有些女性怀孕后认为自己没什么不
适感，贫血也不用理会。其实，妊娠贫血
对胎儿和母体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需
高度重视。而且孕妇贫血越早期纠正，效
果越理想，母胎预后也更好。

妊娠期贫血对母婴健康都有损害。
孕妇贫血以缺铁性贫血最为常见，医学上
按铁储存检验指标，将缺铁性贫血分为铁
减少期、细胞生成缺铁期、缺铁性贫血期。

首先，孕期妈妈的血液稀释使贫血、

心脏负担加重。贫血时血液携氧能力降
低，轻度贫血会觉得疲劳乏力、头晕目眩，
感觉气上不来，气不够用。如果贫血比较
严重，准妈妈在生产过程中容易感到疲
劳，很有可能会诱发虚脱。贫血还可能引
起孕产妇心动过速和低血压，长期贫血可
导致心肌肥厚（即贫血性心脏病）、高血压
等。

其次，贫血时由于胎盘氧供应不足，可
导致胎儿生长得小、胎儿宫内缺氧（窘迫），
严重时会导致流产、早产、死胎、死产、新生
儿窒息和缺血缺氧性脑病。流产和早产的
发生率随贫血程度加重而升高。如果铁供

应不足，还可能导致胎儿骨骼肌、心和脑组
织等铁缺乏。另外，胎儿铁储存减少，容易
引起出生后第1年的贫血或铁缺乏。铁缺
乏孕妇分娩的婴儿，其大脑认知功能和智
商也落后于母体孕期铁充足的宝宝，并可
能出现行为异常和精神发育异常。

如何防治妊娠期贫血？建议孕妈妈
要多吃富含铁元素的食物，如鱼类、禽类、
红色肉类以及深色水果蔬菜。孕早期建
议一日三餐都有50克～100克瘦肉，每
周吃一次25克～50克动物血或内脏，同
时搭配绿叶蔬菜、菜花、胡萝卜等富含维
生素C的食物，可促进铁吸收。需要提

醒，在晚孕期特别是35周后，以上食物一
旦吃多了，母体体重可能超标，此时建议
服用铁剂纠正贫血。茶、咖啡、可可等抑
制铁吸收的饮品，应尽量避免饮用。

服用补铁剂也是纠正、治疗妊娠期贫
血的最主要手段。建议进食前1小时口
服铁剂，可与维生素C共同服用，以增加
吸收率。部分孕妈空腹服药后会出现恶
心、腹胀等不适，可以随餐服用。补铁治
疗时，会出现便秘、便色发黑等问题，可多
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糙米等)、多喝
水。通过上述方法，若还是贫血或贫血严
重，可采用静脉补铁、输血等治疗。

近年来，“美妆”潮低龄化趋

势日益显著，一些儿童或中小学

生不但把自己的化妆视频分享到

网上，还精心打造个人 IP，成为

美妆博主。教育专家认为，“儿童

化妆”进入我国大众视野，应当理

性看待，不宜盲目跟风，更不能成

为所谓的“时尚”。

前国家化妆品安全标准委员

会主任委员孙有富曾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指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从未批准过任何一款彩妆类

的儿童化妆品。《儿童化妆品申报

与审评指南》也明确规定：所有明

示适用于儿童的化妆品，均应按

照要求申报，未明示适用于儿童

的化妆品，其产品包装不得以图

案或其他形式显示或暗示为儿童

化妆品。目前，商家以“儿童眼

影”“儿童腮红”等进行包装宣传、

命名出售的所谓“儿童化妆品”，

明显违反了广告法中虚假宣传的

相关规定。

虽然每个人包括孩子都有对

新事物探求的欲望和追求美的权

利，但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

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应当以学业为

主，不应提倡这种“儿童美妆”的不

良风气。

有专家认为，对于儿童这一

特殊群体，应当尽快出台“儿童化

妆品”明确具体的安全技术标准，

以保证儿童生命健康安全。还有

专家建议：第一，要从源头上把

控，对“儿童美妆”含有的成分加

强监管，明令禁止在其用品中添

加的成分，设定限制添加成分的

安全值标准；第二，对生产和销售

“儿童美妆”的企业，设定更高的

审查与备案标准等；第三，禁止儿

童代言美妆、上传此类视频等广

告行为；第四，国家有关监督管理

部门，加强监督管理和违规处罚

力度。

我们在呼吁国家和监管部门

不断完善儿童化妆品规范的同

时，身为家长，是否也该反思一

下：你对孩子起到了监督和合理

引导的作用吗？自然美才是最健

康最长久的美，天真烂漫的儿童

是否真的需要涂脂抹粉？

的确，家长作为儿童的第一监

护人，首先必须为孩子的健康安全

负责，要清楚认识到儿童使用化妆

品的健康风险，为孩子慎重选择合

适的化妆品；其次，家长应引导孩

子正确认识及使用化妆品，倡导自

然美、纯朴美和健康美，不要让“儿

童美妆”这种不良潮流再肆意误导

和危害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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