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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换季了，罗田的过敏性鼻炎
越发严重，总是在睡梦中被憋
醒。小小的一支“濞通舒”鼻喷，
竟成为他“续命”的工具，短短一
周就用了半瓶。

一个月前，因为被确诊为药
物依赖性鼻炎，他决定戒断鼻
喷。医生告诉他，应该是持续使
用含减充血剂的“消字号”鼻喷
导致。罗田才意识到，原来被他
看作“神药”的鼻喷添加了违禁
药物萘甲唑啉，难怪喷上效果立
竿见影。看着床边用了近五年的
鼻喷，他强忍住鼻子的不适。

罗田手里的“神药”在电商
平台随意可购，不同名称却使用
同一“消字号”许可证。许多患者
不知道的是，“消字号”备案意味
着这类鼻喷其实是一种消毒产
品，而不是药品。误导他的是商
品的宣传页面，往往带有“轻轻
一喷，畅快呼吸”“严选草本安全
配方”等字眼。

罗田所购“濞通舒”的生产
厂家为西安福源康盛药业有限
公司，于今年5月13日被注销清
算。该公司生产的两款抑菌喷剂
涉嫌添加“盐酸萘甲唑啉”违禁
物质，被罚款 5万元。但令人不
解的是，该药企被处罚后，在电
商平台上，使用该企业“消字号”
的一大批鼻喷仍在销售。

患者五年使用上百瓶
药店称“是中药成分”

罗田拉开床头柜，满满一柜
都是他囤的鼻喷，除了见效快，
吸引他的还有一点就是这款鼻
喷足够便宜。买10瓶送10瓶，一
瓶不到 6元钱。他会一次性囤上
20瓶，五年下来已使用上百瓶，

“6块钱就能买到一次畅快的呼
吸，值得”。

鼻喷是药店工作人员推荐
给他的，对方称“复购率超高，成
分表上也都是中药成分”。一喷
就通后，罗田开始在网上复购。
一开始，20瓶够他用一年，但他
越用越频繁，“一开始只是睡前
喷，药效可以管十几个小时，后

来时效越来越短，三个小时就要
喷一次”。

如果不是医生提醒，罗田和
许多患者一样，都不知道自己买
的“消字号”鼻喷其实是一种消
毒产品，而非药品。在“濞通舒”
外包装上，产品全称为“福源康
盛必速康抑菌喷剂”，并标注着
一 串 许 可 证 号 ：陕 卫 消 证 字
（2022）第 A095 号。抑菌喷剂属
于抗（抑）菌制剂，是消毒产品中
的卫生用品大类；“消字号”是消
毒产品生产企业的卫生许可证
编号。《消毒管理办法》规定：“消
毒产品的标签（含说明书）和宣
传内容必须真实，不得出现或暗
示对疾病的治疗效果。”《消毒产
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定》规定：

“抗（抑）菌产品禁止标注适用于
破损皮肤、黏膜、伤口等内容。”

记者注意到，电商平台上，
多数“消字号”鼻喷产品宣传页
主打“轻轻一喷，畅快呼吸”“严
选草本安全配方”“8秒速通”等
话术，甚至配以喷药入鼻的使用
操作图，旁边是“流鼻涕、鼻塞、
鼻涕不止、鼻腔干燥”等字眼。主
要原料多标注为鹅不食草、黄芩
等纯中药，主要有效成分为醋酸
氯己定，一种强刺激消毒剂。

走“消字号”
认证快速上市

一名从事鼻炎产品研制的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过敏性鼻
炎反复发作需频繁就诊。因此，
大量患者选择通过药店或网络
平台自行购药，多为鼻喷和抗过
敏性药物。海量的用药需求直接
催生了近几年的“消字号”鼻喷
市场：走“消字号”认证，以求快
速上市，同时可以规避药品监
管。“国药准字号前置审批程序
门槛高，需要经过药理、病理等
临床测试和验证，费用可能上百
万元，再审批三至五年，所以不
少厂家往往选择在卫健部门获
得消字号许可。”

市面上，不少企业专门代办
“消字号”的检测备案。记者以厂

家身份联系上河南一名代办者
李经理。对方称，个人研制的秘
方要想上市销售，可以全权委托
他进行申报：“客户只需提供设
想，剩下的全部由我们完成，包
括生产工艺研究、送审、补充检
验、申报等一条龙服务。许可下
来只要半个月，费用不到万元。”

李经理透露，其公司下设十
几家子公司和三家工厂，面向全
国办理“消字号”批文、产品备案
和产品代加工服务，已做过鼻舒
通喷剂、鼻炎康膏类、口腔抑菌
膏等产品。“不少产品主打纯中
药成分，激素、抗生素管得严，现
在一般都是添加西药。”

记者添加了一款以辛夷为
首要成分的“消字号”鼻喷厂商
的社交账号，发现其实质为一家
一站式代加工服务公司，该公司

既生产“源自泰国秘方”的疼痛
灵膏，也生产各类妇科抑菌凝
胶。

在鼻喷中，厂家偷偷添加的
是哪种化学药品？中华医学会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鼻科学
组 2022 年发布的一份共识指
出，许多患者自行购买“鼻炎神
药”，这类鼻喷打着纯中药或民
族医药的招牌，实际上含有减充
血剂，患者在不知情并滥用后会
引起药物性鼻炎。

广州一家三甲医院的耳鼻
喉科医生告诉记者，很多患者不

清楚市面上的鼻喷剂成分，常年
使用，就诊时已经是药物依赖性
鼻炎了。这类快速通鼻鼻喷大多
含有萘甲唑啉等黏膜减充血剂，
通过快速收缩鼻甲，达到通气作
用。严重鼻塞时，减充血剂可临
时缓解症状，但正规厂家会明确
标注成分，并写明“连续使用不
得超过七天，易造成药物依赖”
等字眼。

备案收紧
有人铤而走险

在“消字号”鼻喷产品备案
上市过程中，检测是尤为关键的
一环。一名专做消毒产品检测备
案的第三方机构技术员介绍，目
前我国消毒产品实行备案制。送

检时，检测机构只需检测样品中
是否真实含有厂家所称的抗
（抑）菌成分，不需对成分表外的
其他成分作出证明。因此，是否
添加西药，除非被专门抽检，一
般不会被发现。“只要不写在配
方表里，相当于它没有，我们不
会检测，备案都能通过。”

该技术员透露，今年 4 月
起，“消字号”鼻喷备案开始全面
收紧，之前备案通过的也要逐步
下架。“如果要做鼻喷的话，（检
测）只能走擦边。我的客户都是
这样做的，要么走皮肤的抑菌液

检测流程，要么走口腔的，只能
命名为‘抑菌液’，鼻喷功效靠卖
家宣传。”

但也有卖家铤而走险。该技
术员提到，作为第三方检测公
司，一般会建议客户不使用“鼻
子”等部位词，“这类产品被抓到
一般罚款3000元~5000元，有的
客户单量大，就随便写，抓到再
认罚”。

涉事公司被注销清算
相关产品仍线上售卖

记者注意到，在2023年8月
最高检和国家疾控局联合打击
非法添加禁用物质过程中，陕西
汉中一家制药公司生产的濞舒
适抑菌护理液因非法添加萘甲
唑啉被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罚款2万元。

罗田所购“濞通舒”的生产
厂家为西安福源康盛药业有限
公司，于今年5月13日被注销清
算。12月 9日，记者从西安市卫
生健康综合监督所了解到，该公
司生产的两款抑菌喷剂涉嫌添
加“盐酸萘甲唑啉”违禁物质，被
罚款 5万元，产品全称为“雪山
百草蜂胶濞通福源康盛必速康
抑菌喷剂”和“汉诚轶方滋硕濞
琰舒宁必速康抑菌喷剂”。在当
地监管部门送检样本中，盐酸萘
甲唑啉含量最高的一份达每千
克含 225毫克，远超于常规药用
含量。

令罗田不解的是，被处罚
后，使用西安福源康盛药业“消
字号”的一大批鼻喷仍在销售。

2023年被点名处罚的濞舒
适也在线上有售。12 月 9 日下
午，记者将上述多家店铺的违禁
线索反馈给相关电商平台，工作
人员表示会反馈给相关部门，并
将有关店铺纳入重点监管对象。

所幸，社交平台上，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和罗田一样，已意识
到“鼻炎神药”的不对劲，开始分
享自己的戒断之路。

据《成都商报》

一喷就灵的“鼻炎神药”为何喷了就戒不掉？
原来它是添加了违禁物质的“消字号”，用多了会形成药物依赖

300 元的貂皮大衣、600 元
的“万元手机”、几万元一单的高
回报“投资币”……如今，部分中
老年人沉迷于直播间购物无法
自拔，更是对直播间中很多“一
眼假”的商品深信不疑。不少年
轻人感慨，原本稳重通透的父母
辈一遇到直播间，处事风格一下
子就变得“幼稚”了。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1336 名
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69.7%的受访者与家中长辈因在
直播间购物发生过分歧。对于产
品功能、质量好坏的评判，超四
成受访者直言相比家人，老人更
信任主播。中老年人喜欢上直播
购物，56.7%的受访者指出是因
为主播的笼络让老人有跟熟人
打交道的社交感，53.7%的受访
者觉得是直播间瞄准了中老年
群体的消费特性。

因主播笼络
老人爱上直播购物

广东佛山的梁明最近正因
为父亲在直播间被“割韭菜”烦
心。“老爷子迷上了古玩，隔段时
间就有一个新宠品类，已经在直
播间陆续花了快二十万元了。”
梁明说，父亲买回来的很多物
件，一看就是假的，家里一个柜
子都快放满了。“跟着了魔一样，
还等着保值升值呢。”

梁明发现，现在有很多专门
以中老年人为受众的直播间，根
据中老年人的不同消费偏好，从
形象管理、养生保健到古玩文玩
等各个领域，分得很细，中老年
人总能在里面找到自己感兴趣
的。而且，一些直播间拿准了中
老年人网络素养不高的特点，用

“名家求购”“一本万利”等名头，
甚至哭惨卖惨来吸引中老年人
下单，中老年人网络购物经验不
足，很容易就“中招”了。

为什么不少中老年人喜欢在
直播间购物？调查显示，61.6%的
受访者认为是感受到了网购的便
利和实惠，56.7%的受访者指出主
播的笼络让老人有跟熟人打交道
的社交感，53.7%的受访者感慨直
播间瞄准了中老年群体的消费特
性，38.4%的受访者认为是有人陪
聊，老人不感到孤单，29.9%的受
访者直言大数据精准推荐加剧形
成“信息茧房”。

近七成受访者与老人
因直播间购物发生分歧

周润曾经因为直播间购物
的问题与母亲发生过争吵，“怎

么劝都劝不住，妈妈总是有很多
理由。一开始她还会听一听，后
面一提这事儿就‘炸毛’。”她没
想到，原本全家公认最理性的妈
妈，现在竟然被一群无良主播给
骗得团团转。现在，一想到妈妈
没事儿就在买那些乱七八糟的
东西，周润的心情就会变差，也
有点影响到了家庭和睦。

河北的 85后王伊念也深有
同感。曾经对“便宜没好货”深以
为然的父亲，如今也非常喜欢买
直播间白菜价的“奇效”商品，

“价格和功效不对等，多半是骗
人的。和他说过许多次，但他还
是忍不住下单。”

调查显示，69.7%的受访者
和家中长辈因为他们在直播间
购物发生过分歧，其中 24.3%的
受访者坦言经常发生。交互分析
显示，二线城市受访者中发生过
分歧的比例相对最高（75.2%）。

对于产品功能、质量好坏的
评判，老人更相信谁？数据显示，
超四成受访者（42.4%）直言家中
老人更信任主播，37.4%的受访
者表示老人还是更信任家人，
20.2%的受访者感慨对两者的信
任 度 是 差 不 多 的 。此 外 ，有
36.2%的受访者表示，家中老人
在直播间购物时，对主播无条件
信任，“主播说啥就信啥”。

梁明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
与老人直播间购物有关的话题，
发现已经有年轻人因家中老人在
直播间购物被骗建了维权群、吐
槽群，他也打算加入一个维权群。
梁明强烈呼吁有关部门一定要重
视打击直播乱象，尤其是围猎银
发老人的直播间，“不管是对老人
的身心健康、晚年生活质量，还是
家庭关系，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实
在 是 品 行 恶 劣 、带 坏 社 会 风
气”。 据《中国青年报》

“主播说啥就信啥”

一些老年人为何沉迷直播间购物

网友分享购买的鼻喷网友分享购买的鼻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