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

“食品级”化妆品主要成分是化学原料

这些“能吃”的化妆品真的
更好更安全吗？记者逐一对比了
商品简介和商品实际的配料表
发现，一些标榜自己“无毒无害”

“纯天然”，甚至可以给幼儿和孕
妇使用的口红，其配料表显示的
内容并不像其店方产品页上介
绍的那样，成分简单且天然。

在一款号称专供孕妇的外
国进口口红的介绍页面上，其声
称使用了 4种植物精油，而对于
其他原料则没有介绍。但记者拿
到该口红的实际配料表却发现，
在其30多种原材料中，上述4种

精油在配料表中的排名在倒数
几位，其余大多是口红的常见化
学原料。而按照我国对商品标签
的要求，配料表中的排名顺序是
按照该物质在该产品中的含量
占比由大到小排列。

一些进口产品包括声称添
加了“食品成分”的儿童防晒霜，
除在外包装上写有“食品成分
80%”几个大字外，整个包装上
没有一个中国字。一些代购店
展示的该防晒霜的主要成分
为：苹果、芦荟和覆盆子的提
取物。相关人士表示，上述水

果和植物无论是其本身还是提
取物，都没有防晒的作用。随
后记者找到了该防晒霜主要成
分表的中文翻译，发现该防晒
霜不仅同样是各种植物提取物
的含量靠后，且还是一款化学
防晒，其主要的防晒剂“甲氧
基肉桂酸乙基己酯”在一定程度
上被部分从业者认为不适合用
在儿童用化妆品中。

显然，所谓的“80%食品成
分”“食品级”甚至称自己化妆品

“可食用”的说法，不过是商家的
营销噱头。

提示

监管部门：不存在“食品级”化妆品

事件

“可食用”口红疑似致孩子嘴角红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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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外卖或快
递，需要消毒吗？

可以用酒精擦一擦外包装。
宅在家里难免需要叫外卖，收到
快递也不可能一直不去拿。但很
多人担心，外卖小哥、快递小哥每
天在社区间奔波，接触很多住户，
万一携带了病毒，而自己拿到外
卖，也增加了沾上病毒的风险。

如果担心外卖和快递带来
的间接接触，就可以让外卖小哥
放在门口，等他走了再拿进屋，
用酒精擦一擦包装袋，洗手以后
再打开吃。至于快递，不同的病
毒在人体外的存活时间是不一
样的，快递在运送过程中沾染的
病毒早已死亡。但在投递、配送
近期沾染的病毒可能仍然存活。
收到后也可以直接用酒精擦拭
外包装，降低风险。

鸡鸭鱼肉可以吃吗？

可以吃，但一定要做熟。目
前没有发现正规的肉制品、海鲜
制品传播病毒的依据，该吃还是
放心吃。但要注意，无论是肉类
还是鸡蛋，必须煮熟再吃。爱吃
生鱼片的还是忍忍吧。要注意的
是，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禽类、
海鲜，也不要在无保护的情况下
接触活禽。

家居环境怎么消毒？

除非家里已经有疑似感染
的患者，否则不需要特别消毒。
如果你既没有跟任何确诊或者
疑似病例接触过，最近也没怎么
出门走动、聚餐，就不必对“病
毒”这个词过于紧张。家里还是
相对安全的环境。

如果实在担心，可以对家
里经常接触的部位，比如手机、
门把手、遥控器之类的东西进
行消毒。要注意如果物体表面
本身比较脏，就需要先清洁再
消毒。消毒可以用 75%浓度的
酒精棉片或酒精擦拭，也可以
使用稀释的次氯酸钠，也就是
我们常见的 84 消毒剂。一般来
说，84 消毒剂（或其他含有 5%
次氯酸钠的家用漂白剂）和水的
稀释比例为 1:100，配置时记得
戴上橡胶手套（厨房手套或医用
手套）和口罩，按照产品包装上
的说明操作。

熏白酒能消毒吗？

熏白酒不能消毒，再高度的
酒精经过挥发，在空气中的浓度
也远远达不到能消毒的效果。

为什么要开窗通风？

很多人对开窗通风很不解，

既然家里最安全，开窗通风不是
正好让病毒飘进来吗？其实，开
窗通风反而有助于降低室内
可能存在的病毒量，也有助于
更新室内空气。室外的空气经
过“稀释”，几乎不可能把病毒带
进室内。

如果家中有疑似急性呼吸
道感染的患者，通风时开窗就不
要开门，避免患者所处区域的气
体进入干净区域。

外出回来，进家
门需要做什么？

正常脱衣服、摘口罩、洗手
就可以。通常呼吸道相关疾病的
病原体主要通过飞沫传播，范围
在 1米左右，对一般人来说，不
要去人群密集的地方，可保持安
全距离。外出时要戴口罩、勤洗
手，打喷嚏或咳嗽时用纸巾或手
肘捂住口鼻。

出门遛狗要怎么
防护？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次
的 冠 状 病 毒 会 传 染 给 猫 狗 。
但 建 议 宠 物 也 少 出 门 。如果
要遛狗，除了自己戴好口罩之
外，回家后就要给狗、猫彻底
洗澡。

如果生病去医院
怎么防护？

首先，一定要戴医用外科口
罩或医用防护口罩。洗手时就要
用正确的方法洗手。一定不要触
碰口罩外侧。摘脱口罩后要洗
手，不要揉眼睛，不要在医院到
处乱摸。其次也要注意保护他
人，与人保持距离，打喷嚏、咳嗽
的时候记得用手肘挡住。当然，
小毛病也可以在线上咨询医生，
如有必要再去医院。

有必要买护目镜吗？

不建议普通人买护目镜。护
目镜的核心使用人群是一线的

临床医生，他们经常近距离接
触患者，确实要注意眼睛防护。
而对普通人来说，在公共场所，
很少能遇到这类患者，没有必
要购买护目镜。但大家要注意，
不要揉眼睛，因手可能会接触到
病毒，再接触到眼睛会导致结膜
感染。

口罩到底应该戴
多久？

原则上，建议大家只用一
次。理论上说，建议大家在每次
使用后更换新的口罩，尤其是一
次性医用口罩只能用一次。如果
口罩内部或者外部变得潮湿或
者脏了，就需要立即更换。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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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商家乐于宣传自
己的化妆品“可食用”？业内人
士表示，这是商家制造的营销
噱头，给化妆品安上“可食用”
的名号，让其显得是“无添加”

“纯天然”的，更安全有效。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业内

人士表示，并非像消费者想象
的那样——食品相对于化妆品
纯度更高、更安全。事实上，相
对于食品，制作化妆品所用的
原料有时候对纯度的要求更
高，因杂质过多会导致化妆品
的配方体系崩塌。此外，同样
是富含维生素 C，柠檬汁直接
敷到脸上不仅不能美白，还可
能导致瘙痒和红肿，因此正规
的化妆品中都是维生素 C 稳
定形态的衍生物，且会对浓度
和刺激度进行调节。同时，对
比维生素 C 在食品添加剂中
的标准和化妆品技术规范中
的标准，后者明确了重金属
铅、砷为禁用组分，不允许添
加到化妆品中。

此外，记者了解到，今年
以来，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
经发布消费提示，称不存在“食
品级”化妆品的概念。

我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明确规定，化妆品是指以涂
擦、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施
用于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
人体表面，以清洁、保护、美化、
修饰为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
品。

食品的使用方式则为经口
摄入（食用或饮用），并通过消
化系统各个器官的协调合作来
完成消化和吸收，与化妆品的
使用方法、作用部位、作用机理
等均不相同。因此，食品和化妆
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同时，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化妆品宣传不能含有“纯
植物”“纯天然”等绝对化的词
语。一些商家投机取巧，用“食
品级”引发消费者联想，替换了
已经被明令禁止的“纯天然”

“纯植物”的概念。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也

对化妆品广告进行了严格规
范，要求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合
法，不得明示或者暗示产品具
有医疗作用，不得含有虚假或
引人误解的内容。监管部门提
醒，有部分商家宣称化妆品是

“食品级”成分，诱导消费者购
买，都是违反规定的。

据《北京青年报》

“食品级”化妆品，主要成分竟是化工原料
监管部门：宣称化妆品是“食品级”，诱导消费者购买涉嫌违规

近些年来，出现了“食品级”化妆品的说法，商家宣称这类化妆品原料都是“无添加”“纯天
然”，更安全有效。然而，记者通过对比多款号称“食品成分”“可食用”的化妆品配料表发现，这
些号称“食品级”的化妆品、护肤品很大程度上只是商业营销噱头。

日前，有读者向记者反映，
自己给女儿买的儿童化妆品中，
商家一直宣称“纯植物配方”“安
全可食用”的口红，却让刚上小
学的女儿抹过一次以后就开始
嘴上起皮。起初，这位读者还认
为是天气干燥，并没有在意。孩
子因参加演出，口红涂了多半天
后，嘴角出现了轻微红肿，这位

读者才认为可能是口红导致的。
“因为孩子要参加表演，我以为
‘纯植物’的化妆品对孩子危害
小，才花 100多块钱买了这支口
红。”这位读者表示。

记者注意到，如今，一些化
妆品标榜自己是“纯植物”配方，
似乎已经不能满足其“自然无
害”的定位，一种“可食用”的化

妆品文案悄然流行。
记者在电商平台的化妆品

类目下搜索“可食用”“食品成
分”等关键词，出现了数十页
的结果，其中以口红、护肤品、
面膜和防晒霜居多，几乎排名
靠前的多个商品的详情页面上
均表示，产品成分天然、安全、
可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