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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普通面膜安全、效果好！痘痘、痘印、敏感肌都能用”……时下，医美

面膜广告势头强劲。原本医疗机构用于皮肤治疗的医美面膜，因主打医用、

安全，备受美容达人青睐。

但其中，很多普通面膜打着医美面膜的旗号在朋友圈、微信群、QQ 群、

电商等平台销售。一片普通面膜成本价仅三四元，层层包装打上医美标签

后，价格至少翻涨 5倍。

普通面膜浑水摸鱼“蹭热度”

做完微整容手术，陈女士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款名为“寡肽舒缓修护

蚕丝冰膜”的医美面膜。不料，使用后皮肤瘙痒、红斑遍布，“找医疗机构鉴

定其实就是普通面膜，真是害人不浅。”陈女士说。

医美面膜属于医疗器械，注册为“械字号”；而普通面膜属于化妆品，注

册为“妆字号”。陈女士购买的这款面膜是注册为“妆字号”的普通面膜，但

其广告称可在做完医美项目后用来镇静、修复皮肤。一些美容诊所向客户

大力推荐，称“褪红、消炎效果很好”。

业内人士表示，医美面膜被称为医用敷料，针对皮肤治疗和美容手术术

后的修复，成分多是透明质酸、活性胶原等，主要在医疗机构销售。

“‘械字号’需要严格按照国家医疗器械标准生产，更严格、更规范。”广

东省中医院皮肤科副主任莫秀梅说，医美面膜成分比较单一，针对性更强，

防腐剂等添加少，经过无菌生产后安全性较强，可直接用于皮肤伤口。

医美面膜逐渐走红，一些普通面膜也来“蹭热度”。在电商平台，大量普

通面膜以医美名义售卖。例如，一款名为“伊肤泉舒缓修复保湿面膜”的产

品，在宣传中写着医美字样，声称可用于微针、水光等医美手术的术后修

复。但其实这款产品只是普通面膜。

在朋友圈里，还有一些号称进口的医美面膜，产品说明上找不到任何备

案信息。

莫秀梅说，普通面膜冒充医美面膜存在不少隐患。化妆品面膜有香精、

添加剂等成分，如果是美容术后或者有伤口的皮肤使用存在危险。

贴医美标签普通面膜身价倍增

许多化妆品生产厂家瞄准这一市场，把普通面膜贴上医美标签，通过微

商、直播、美容诊所等渠道销售，价格翻了几倍。

在国内规模最大的化妆品展示交易中心广州美博城，很多化妆品生产

加工厂家都表示，可以代工生产医美面膜。一片面膜的订单价 3 至 5 元不

等，销售价 15元以上。有商家称“卖得很好”“太便宜了消费者不会信”。

广州楚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展示了一款“水涟肌透明质

酸多肽修护面膜”，显示化妆品生产许可证为“粤妆”。工作人员称，此款面

膜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在破皮情况下使用也不会感染、不会滋生细菌，跟

“械字号”的面膜差不多，“生产了两三年，没有发生不良反应”。

“这里大部分医美面膜都不是‘械字号’。‘械字号’面膜和‘妆字号’面膜

配方差不多，就是证件不一样。”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说，他们

的面膜可以用于痘痘肌、晒伤、祛斑后的人群，一些美容诊所长期进货。

一些宣称代工医美面膜的厂家介绍，微商群体是他们的主要客户。一

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展示了一款名为“医美·玛蒂莎”的“妆字号”面膜，包装说

明称适合“激光镭射及微针疗程损伤肌肤”。工作人员说，他们的客户群大

部分是网络主播，一些主播每周进货上千盒。一盒面膜进货价格不到 30

元，销售价格达上百元。

对误导消费者和虚假宣传应严厉打击

根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的广告宣传中不得有“化妆品名称、

制法、效用或者性能有虚假夸大”“宣传医疗作用”的内容。一些电商平台对

化妆品广告宣传也有相关规定。

但事实上，一些卖家明目张胆地公开违规销售，并没有引起电商平台的

重视。广东省医学会医事法学分会主任宋儒亮认为，电商平台应加强审核

与监管，否则，一旦发生消费纠纷，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相对电商平台，通过朋友圈、微信群等售卖，由于私密性强、规模小，监

管相对更难。”宋儒亮说，对于超过审批许可范围的经营宣传、打着医美旗号

误导消费者和虚假宣传的情况，监管部门应该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

打击和处罚。

“虽然安全性较强，但医美面膜也不是人人都适用。医美面膜更多针对

皮肤创伤、皮肤修复，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些使用正规‘械字号’医美面

膜后过敏的情况也不少见。”莫秀梅建议，消费者应该避免盲目跟风，谨慎选

择，尽量通过医院、药店等正规平台购买。 （据新华社）

普通面膜冒充医美面膜
成本3元叫价至少翻5倍

邓瑞璇 毛一竹

“这次的EB流感很严重，有预防的方式……”

近日，一则“卫生局通知”在社交软件中广为流

传，该“通知”不仅包含 EB 流感的预防措施，还

附有“疾控中心提醒”的近期流感特点。那么

EB 流感真的存在吗？今年流感情况怎样？如

何有效防控？

EB病毒和流感是两码事

“医学上不存在 EB 流感，流感和 EB 根本是

两码事，不能混淆在一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市疾控中心）、北京市预

防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导致的急

性 呼 吸 道 传 染 病 ，主 要 由 甲 型 H1N1、甲 型

H3N2 亚型、乙型 Yamagata 系和乙型 Victoria 系

流感病毒导致。

庞 星 火 指 出 ，医 学 上 确 有 EB 病 毒（Ep-

stein-Barr virus，EBV），但其隶属于疱疹病毒家

族，并非流感的病原体。据北京市疾控中心官

方平台介绍，EB 病毒主要通过唾液传播，可致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该疾病也就是人们常

说的“亲吻病”，为小儿常见传染病，在父母亲吻

孩子、嘴对嘴喂食等行为后，儿童通过吞咽感染

成人唾液中的 EB 病毒，从而可能导致发病。症

状一般为持续发热、咽痛、扁桃体肿大等。此

外，EB 病毒也可能引发非洲儿童恶性淋巴瘤、

鼻咽癌等疾病。

据北京市疾控中心官方平台介绍，在全世界

约有 80%—90%成年人感染过EB病毒，初次感染

一般发生在10岁以前，通常没有症状。但若初次

感染发生在青年时期，约50%—75%可发生典型的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目前北京市没有收到关

于EB病毒感染病例增多的报告。”庞星火说。

流感活动度低于2017年水平

虽然 EB 病毒和流感毫无关系，但记者了解

到，去年秋冬时期也有类似谣言出现在朋友圈，

从侧面反映出了民众对流感的较高关注度。那

么，今年流感形势如何？

“2018 年 12 月中旬之前，北京市流感活动

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进入 12 月中旬以后，流

感活动度快速上升，目前已进入高峰期，但总体

强度低于 2017年水平，与全国的流行态势一致，

符合季节性流感的特点。”庞星火告诉记者，在

未来一段时期内，北京市的流感活动度将会继

续维持在高水平，由流感病毒导致的流感病例

也会较多，预计将持续至 1月中下旬。

不仅北京市流感病毒活动度低于 2017年水

平，全国整体情况也呈现出同样的规律。据中

国疾控中心官方平台显示，病原学分析未发现

主要流行株在抗原性、基因特性、耐药性上发生

明显变异。据中国流感监测网络 2018 年第 52

周（12月 24日—12月 30日）发布的数据，我国内

地大多数省份已经进入 2018—2019冬春季流感

流行季节，活动水平继续上升，检测到的流感病

毒主要为甲型 H1N1。

接种疫苗仍是有效防控手段

据悉，流感虽然大多为自限性，但部分会

出现肺炎等并发症，少数重症病例病情进展

快，甚至可因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或

多脏器衰竭而导致死亡。因此，流感防控不可

轻视。

“接种流感疫苗是个人预防流感的有效手

段。”庞星火指出，尤其是孕妇、6 月龄以下婴儿

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6 月龄—5 岁儿童、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医务人员等人群推荐优先接

种。流感疫苗可在各地区指定的各级医疗机构

自愿自费接种。

北京市疾控中心提示，除了接种疫苗外，在

生活中还应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环境

清洁；保证充足睡眠、健康饮食并坚持适量运

动；注意天气变化，随气温变化增减衣物，避免

着凉；勤换衣、勤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用纸巾

或袖子遮住口、鼻；生活、工作、学习中应尽量避

免接触流感患者，若需接触则应佩戴口罩，做好

防护；学校、托幼机构等应做好因病缺勤监测和

晨午检查，若出现疫情，则需严格按照有关方案

要求，采取相关停课措施，尽量减少聚集活动，

以“非必须，不举办”为原则。

今年今年EBEB流感严重流感严重？？这病不存在的这病不存在的！！

实习记者 于紫月

日前，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束某某等 1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此次的“权健事件”引发巨大的舆

论海啸，让国人的目光再次转向保健食品行

业。尽管此前有报道揭露过保健食品中存在

的虚假宣传，但用全部家当购买天价保健食品

导致家破人亡的故事并没有划上句点。且不

论引起人神共愤的权健骗局，就说那些我们日

常所见的保健食品真的有宣传所言的神奇功

效吗？

近几年，平时吃葡萄被我们吐掉的葡萄

籽，因商家宣称其提取物能抗癌、抗氧化、延缓

衰老，而被制成各种葡萄籽保健品卖得火热。

小小葡萄籽真有这么多功效吗？

先说抗癌，葡萄籽提取物抑制癌细胞的实

验数据不少，但结论前提都写得很明确——

“体外实验能够抑制癌细胞”。浙江大学食品

科学与营养系教授李铎解释说，“体外实验能

抑制”和“体内能抑制”完全是两回事。“体外实

验”只能说明可以针对特定癌细胞进行进一步

研究，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葡萄籽提取物

能够在体内抑制癌细胞。

再说抗氧化，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临

床营养科营养师张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人体

细胞每天产生大量氧自由基，它与组织细胞老

化密切相关。而葡萄籽中的原花青素是一种

天然的低毒性抗氧化剂，经吸收后在体内具有

较高的生物学活性，可降低细胞内游离氧自由

基，改善细胞氧化应激状况。

“长期吃这类保健食品有一定抗氧化作

用，但没有宣传中说的那么神。”张田坦言。

中国营养学会营养与保健食品分会副主

任委员孙桂菊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根据国家规定，保健食品有 27种功能，其

中包括抗氧化。如果某款保健食品经过批准

具有抗氧化功效，那么是可以宣传这个功能

的。如果没有经过审批的普通食品，根据食物

成分即便可能有抗氧化功能，也不能宣传。”

实际上，原花青素广泛存在于植物的皮、

壳、籽中，比如葡萄籽、苹果皮、花生皮、蔓越莓

中。张田说，正常人保持均衡的饮食就行。无

论何种营养素，在人体内过多或过少都不好。

葡萄籽可以抗癌、抗氧化？

除了葡萄籽，对胶原蛋白抱有执念的人也

不在少数。

胶原蛋白是一种蛋白质，是皮肤保持张力

和弹性的“秘密武器”。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

长，胶原蛋白的合成会逐渐减少，皮肤也会跟

着起皱、变松弛。于是，人们试图通过口服胶

原蛋白类保健品向皮肤皱纹宣战。

胶原蛋白是由 3 条α多肽链构成的三股

螺旋结构，分子结构十分稳定，不利于人体直

接吸收。此前有研究指出，水解胶原蛋白更易

被人体吸收，比如胶原蛋白肽，它的氨基酸链

较短、结构小。“从理论上讲，小分子肽类比未

水解的蛋白质更易被吸收。”孙桂菊说。

那么，口服水解胶原蛋白究竟能否改善皮

肤状态呢？“这不是非此即彼的事，很难明确回答

‘是’或‘否’，因为生命科学本身就非常复杂。以

一款药为例，对这个人有效，未必对另一个人有

效。”孙桂菊强调，若是国家已批准的具有祛痤

疮、祛黄褐斑、改善皮肤水分、改善皮肤油分作用

的、带有蓝帽子标志的，就可以宣传具有该项美

容功能。没有经过批准的，只能按普通食品卖。

抛开“吸收”问题，是否有必要服用胶原蛋

白类保健食品本身就值得考量。张田告诉记

者：“胶原蛋白属于非优质蛋白。”尽管有研究

胶原蛋白让皮肤更有弹性？

上世纪 90 年代初，人们发现法国人日常

饮食中常有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但心血管

疾病发病率却相对较低。于是推测，葡萄酒中

的白藜芦醇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自此，白

藜芦醇便“火”得一发不可收拾。被商家宣传

为具有“抗衰老、可预防心血管疾病”等效果的

“神药”。

“白藜芦醇是多酚类化合物，又称为芪三

酚，存在于花生、葡萄（红葡萄酒）、虎杖、桑椹

等植物中。”张田说。

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边原曾

对媒体表示，白藜芦醇不但不是药物，而且它

的所谓抗氧化功效还未经人体试验证实，是否

对人有作用还是未知数。“在动物试验和体外

细胞试验中，科学家确实发现白藜芦醇有一些

‘有效’的结果，如抗癌、长寿等作用。然而要

说白藜芦醇‘对人有用’还为时过早。”边原解

释，首先，细胞、动物和人类不同，在细胞试验

中显示“有效”并不意味着一定对人体有效。

其次，细胞和动物试验中所需要的“有效剂量”

跟人们能从食物中获得的剂量相差极大。

2014 年，科学家对人体摄入白藜芦醇的

水平及各种慢性病导致的总死亡率进行研究

分析，结果发现，膳食摄入白藜芦醇和长寿、炎

症、癌症以及心血管健康并没有明显相关性。

所以，综合来看目前并没有足够证据认为白藜

芦醇对人体有好处。

孙桂菊说，保健食品的 27 种功能中没有

“软化血管”“抗衰老”的功能，因此不可轻信宣

传具有这些功能的保健食品。

白藜芦醇能预防心血管疾病？

无论如何，有一点毫无疑问：保健食品不

是药品，不能治病。遇到声称能治病的保健食

品，可以断定为骗子无疑。

在孙桂菊看来，无论把保健品奉为神药还

是谈保健品色变，都是因为缺乏对保健品的基

本判断：保健品是食品，不是药品，不以治疗为

目的。她始终强调理性对待保健品，不要刻意

夸大它的作用，也不能一棍子将它打死。

“很多人问我保健食品有什么用，我会反

问‘你希望它有什么用’？如果把它当成药品，

当然就没有用了。”孙桂菊表示，对保健食品形

成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与保健食品行业的销

售方式和夸大宣传不无关系。

“如果饮食均衡，其实没有太大必要使用

保健食品。”张田说，想要美容或调解机体功能

可以适当服用保健品，但要保证产品正规，且

按推荐剂量吃。此外，要关注保健食品中的成

分及含量，防止服用的营养素有重叠造成某种

营养素过剩。

通过感知身体或精神状况，或者去医院营

养科做评估，可以判断身体缺乏何种营养素。

张田建议，购买保健食品时要认准保健食品批

号，选择大品牌，带有蓝帽子标志的通常比较

靠谱。

保健食品并不以治疗为目的

实习记者 代小佩

保健品不是神药只是食品保健品不是神药只是食品
专家表示，声称能治病的保健品肯定是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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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胶原蛋白的美容功效在小鼠等动物身上得

到验证，但人体和这些动物不可等同。

更重要的是，皮肤的总体情况取决于机体

的整体营养状况及外界环境等因素，不是仅靠

吃胶原蛋白能解决的问题。“维生素C是合成胶

原蛋白的重要元素，胶原蛋白中的羟脯氨酸和

羟赖氨酸的合成离不开维生素C。”张田告诉记

者，营养的消化吸收存在木桶效应，如果其他营

养元素缺乏，服用胶原蛋白的效果也不会好。

实在要补充胶原蛋白，也得把握“度”。“建

议每天摄入的胶原蛋白控制在 5克以内，吃多

了不仅浪费，还会造成肝肾等代谢障碍。”张田

说。实际上，公认的护肤“圣经”是做好防晒，

防止紫外线损伤皮肤造成胶原蛋白的断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