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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本市上报化妆品不良反
应报告共 1706 例，比 2017 年增长
41.60%。其中严重不良反应报告 2
例，其余均为一般报告。

报告中，女性1583例，男性123例，
分别占报告总数的92.79%和7.21%。患
者年龄分布在1-92岁之间（平均年龄
35.28±13.09岁），集中发生在20-50
岁年龄段，占总人数的75.15%。

此次报告共涉及 2049 种化妆
品，其中非特殊用途化妆品1872种，

占91.36%，特殊用途化妆品177种。
据悉，非特殊用途化妆品中以护肤类
为主；特殊用途化妆品以防晒类和染
发类为主。

据市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化
妆品不良反应和化妆品质量问题是
两个概念，本次报告的不良反应数据
之所以大幅上升，说明上海的化妆品
不良反应报告体系越来越完善，同时
和消费者的主动报告、关注皮肤健康
意识也有很大关系。

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去年上海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数增长逾四成

网购产品问题多 朋友圈货要慎用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披露了“2018年上海市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情况”。2018年本市上报化妆品不良反应报

告共1706例，比2017年增长41.60%。其中，报告涉及的具有产品来源信息的种类中，网购产品最多，达883种，占比43.09%。
本市药监局提醒广大消费者，目前，部分网站和微信朋友圈销售的产品难以实现产品追溯，质量安全无法保障，建议消费者

谨慎购买。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消费者发生化妆品不良反应怎
么办？

消费者若发生疑似化妆品不良

反应的皮肤症状，应立即停止使用

化妆品，并携带使用过的化妆品及

外包装，及时到本市化妆品不良反

应监测哨点医院就诊，并配合医生

填写“化妆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

表”，上报国家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

信息系统。消费者对化妆品不良反

应的报告是化妆品不良反应信息的

重要来源，对于准确判断消费者对

某种化妆品成分过敏或及时发现存

在质量安全问题的产品至关重要，

因此消费者一旦发生化妆品不良反

应，应及时报告。

如何查询化妆品信息的真实性？
消费者应当通过正规渠道选购化

妆品，如需核对产品信息的真实性，可

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www.

nmpa.gov.cn），选择“数据查询”及“化

妆品”栏目下，输入化妆品名称、企业

名称、批准文号或者备案号等信息可

查询。

网购化妆品应注意些什么？
消费者应当通过正规渠道选购

化妆品，应尽量选择到证照齐全、有

固定经营场所的商店、超市以及合

法的网站购买化妆品，要注意索要

发票和保留购物凭证，留好对方的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保存好相关

的聊天记录和有效证据，以备维

权。目前，部分网站和微信朋友圈

销售的产品难以实现产品追溯，质

量安全无法保障，建议消费者谨慎

购买。

网上买了化妆品
怎么判断真假？
在淘宝等网购平台上，为了吸

引消费者，不少卖家打着“支持专柜
验货”的旗号，声称不是正品全额退
款，这无形中让消费者觉得有了保
障。

在上海大学读研究生的小丽告
诉记者，和国内专柜相比，国外的化
妆品价格有着很大的优势，所以这
几年来，她几乎都是网上购买化妆
品。

五一前她网购了一款防晒霜，
“这是第三次在这家店买东西，店铺
首页写着‘本店的产品支持专柜验
货’，就觉得比较放心。”但是小丽在
连续用了三天防晒霜后，两侧脸上
出现了严重的红血丝，她不知道是
自己的皮肤还是购买的化妆品出了
问题。

“看化妆品外包装没有任何问
题，而且卖家还提供了国外专柜购
买时的小票。想到了店家所说的支
持专柜验货，便带着防晒霜去专柜
问‘是否可以验货’。但是，专柜销
售人员明确表示，不可以。”

针对众多卖家所说的“支持专
柜验货”到底是否靠谱，记者昨天随
机调查了沪上多家化妆品专柜，对
于网上供货渠道不明的产品，专柜
销售人员均表示，不会提供验货这
种服务。一名销售员私底下透露，

“不是我们不给验，仅看化妆品的外
包装，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检验真
伪，公司确实也没有说有这项服
务。”

就算买了正品
怎么判定批次是否合格？
如果网购的化妆品，特别是染

发剂等产品，虽然确属正品，但属于
不合格批次产品怎么办？

去年11月，广东某企业生产的
包括“瑞虎一洗黑洗染香波（黑色）”
在内的数个产品被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通报为不合格产品。但记者查
询发现，淘宝上有多家店铺在售瑞
虎染发膏。且销售网页没有生产日
期等信息，无法判断在售批次是否
合格。

记者调查时发现，各大电商平
台在售的大部分化妆品没有公布商
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或生产批号，
一些电商平台的化妆品销售网页连
商品的批准文号都没有，无从判断
其是否为不合格批次产品。

网购进口化妆品，信息不全的
问题更加突出。记者随后登录某
网购平台，在一家全球购旗舰店找
到一款据称来自日本的眼霜。记
者发现，网页上，该产品的介绍仅
有产品名称和字迹不清晰很难辨
认的实物照片，但可以看出照片中
的文字均为日文，也无法找到产品
名称、批准文号、批准日期、生产企
业等信息。

微商购买化妆品
是否号称神效？
复活、再生、抗氧、零负担……

再加上各种神乎其神的成分，干细
胞、细胞提取液、胎盘提取液等，在
朋友圈里营销化妆品的微商总有各
种各样的宣传文案，常常让人为之
心动，却不知这些号称“神效”的化
妆品，风险多多。

记者在朋友圈看到，一款普通
化妆水不仅宣称有补水控油、保养
修复等功效，还号称能治疗耳部疾
患、口腔溃疡、痔疮等；一款面膜，号
称神奇复活，细胞再生，熬夜修复利
器。“看着微商的这些宣传用语就动
了心，有时候忍不住想去试下，效果
到底有没有那么神奇，根本就不知
道。”网友小张说。

据专家介绍，化妆品不同于药
品，没有治疗功效，其作用仅包括清
洁、消除不良气味、护肤、美容和修
饰几种情况，且作用温和，因此对于
宣称“速效类的化妆品”，消费者应
理性对待。

报告涉及已知来源信息的，网购
产品最多。

记者看到，报告涉及的具有产品
来源信息的有1571种，占比76.67%，
其中网购产品883种，占比43.09%，其
次是商场购买604种，占比29.48%。

2018年上报的化妆品不良反应
初步诊断中，化妆品接触性皮炎最
高，共 1635 例，占例数的 94.24%。
2018年化妆品不良反应病例发生部
位以面部最多，占比86.41%；其次为
是颈部、头皮、外耳廓等。主要皮损

形态为红斑、丘疹、水肿和鳞屑。
据悉，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以

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哨点建设为基
础，建立完善申城化妆品不良反应
监测体系及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与
评价机制，为化妆品安全监管提供
技术保障。据了解，至 2018 年底，
上海共注册基层单位364家，其中医
疗机构（监测哨点）20家、区级监测
机构 16 家、生产企业 332 家，包括
114家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
境内责任人。

报告年龄段 集中于20-50岁中青年人群

网购有风险 不良反应报告网购产品最多

市药监局
提醒

2问题

随着网购平台的发达，记者调查中发现，年轻人或多或少有

过网购化妆品的经历。然而，在网购化妆品时遇到的问题，一时

间却很难得以解决。

1问题

3问题

部分网站和微信朋友圈销售的产品难以实现产品追溯，质量安全无法保障。 青年报资料图

网购化妆品靠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