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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认为，当网红玩具成了
“毒玩具”，不仅违法，还可能导致消费
者特别是儿童的健康受损，需要多管
齐下、形成合力守护安全底线。

高广童律师提出以下建议：
要强化源头生产监管，市场监

管部门应加大对玩具生产集中区域
的巡查和抽检力度，特别是对小作
坊、家庭式工厂的“拉网式”排查。
对生产“三无”产品的企业，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予以严厉处罚，包括责
令停产、没收违法所得、处以高额罚
款等；

压实线下销售者责任。根据产
品质量法，商场、超市、文具店等销
售者，负有进货检查验收、验明产品
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的义务，必须
审核供应商资质，索要并留存产品
的合格证明。对于销售“三无”产
品的，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赔
偿责任；

夯实线上平台主体责任是当前
监管的重中之重。电子商务法明确
规定了电商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
资质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平
台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主动扫描平台上的商品信息，对标
题中含有“玩具”字样但商品详情页
缺少“CCC认证”标志、厂名厂址等
关键信息的商品，进行自动识别、预
警处理，一旦核实商家销售“三无”
产品，平台应立即下架商品，对商家
采取封禁店铺、列入黑名单、扣除保
证金等严厉措施，并依法向监管部
门报告相关线索。

在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看来，企
业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知名品牌
要带头做好质量管控，从原材料采
购源头严格把关，积极研发环保新
材料，主动公开检测报告；监管部门
需加强日常巡查，尤其是增加校园
周边检查频次；相关部门应当加强
宣传，公布查处案例，引导消费者理
性购买正规渠道的合格产品，全社
会应加强儿童玩具消费教育，避免
盲目追求新奇刺激的玩具。

“我国玩具安全系列标准的涵
盖范围应不断修订，对玩具中的有
害物质应进一步明确限量要求。同
时，要建立完备且严格的玩具市场
准入制度，从源头杜绝有害玩具的
生产。”陈音江呼吁。

甲醛重金属超标，长期接触出现各种不良反应

网红“毒玩具”为何还能大行其道？

“捏捏”是一种近几年流行
起来的慢回弹解压玩具，捏捏
本体以硅胶、TPR（热塑性橡
胶）、软胶为主要材料，自制捏
捏还会使用色素、胶水等更多
材料。制作成型的捏捏大多密
封在PVC塑胶袋中以便揉捏。

在某社交平台上搜索“捏捏
乐”，词条浏览量高达163.1亿，
有超过80万人参与话题讨论；
在电商平台上，多款捏捏销量
超万件。

然而，与捏捏的火爆相比，
其安全性却令人担忧。

来自浙江省宁波市的小学
生家长张女士告诉记者，孩子
弄破捏捏玩具后双手出现了过
敏症状，本以为过两天就会好
转，结果过了几天，小朋友的十
指均出现了脱皮症状。

无独有偶，来自云南的家长
陈女士为了转移家中四岁孩子
的注意力，购买了捏捏。前不
久，孩子将捏捏放在嘴里啃咬，
最后咬破了玩具外层，误食了
填充物。虽然陈女士第一时间
对孩子进行了催吐和漱口，但
在询问多家医院后均被医师告
知填充物中可能含有甲醛等有
害物质，需要洗胃。“幸亏洗胃
及时，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陈女士说。

记者调查发现，现在不少网
红玩具都存在甲醛超标的现象。

河北的李女士说，她在一家
知名潮流盲盒店先后购买了
100多个盲盒手办，原先都放置
在卧室的展示柜里，因为听说过
盲盒类玩具存在甲醛超标的情
况，她上班前都会对卧室进行通
风，但还是出现了喉咙肿痛、浑
身乏力等症状。“自从把这些盲
盒放到了走廊长时间通风后，这

些症状就消失了。”李女士说。
湖北的米琦（化名）告诉记

者，她最近在网上购买了两款亚
克力吧唧砖（亚克力徽章展示
架），收货当晚她就感到喉咙有
点不适，第二天还出现咽喉发
炎、疼痛、鼻塞的症状。“我购买
了甲醛含量检测试剂，检测后发
现该亚克力展示架甲醛含量严
重超标。我向商家反映，他们坚
称所售出的产品都是通过质量
检测的。我正准备追加评价让
其他消费者避雷，结果发现该店
铺已经下架了此产品。”米琦说。

某知名测评博主在去年对市
面上爆火的TPR和慢回弹类捏
捏进行评测，抽检的8款网红“捏
捏乐”中，6款甲醛释放量超标，
最高超出国家标准46倍；所有样
品的TVOC（总挥发性有机物）
也都超标，最低超过23倍，最高
达到50倍。检测结果还显示，放
置捏捏的PVC材质袋子也存在
邻苯增塑剂超标的情况，长期接
触可能会引发手指红肿过敏、胸
闷、头晕等症状。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邓
利强介绍，甲醛和挥发性有机物
与血液系统疾病的关系是比较明
确的。长时间接触会对人体的血
液系统以及抵御外界侵犯的淋巴
系统产生负面影响。

“这类新潮玩具还会对年轻
人和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产
生影响。许多潮流玩具看似给
年轻人解压放松提供了一个渠
道，但也让消费者产生了不健
康的依赖心理。比如许多消费
者不顾自身消费水平和需求，
越买越多，甚至有许多消费者
出现过敏反应依旧继续购买和
玩这类玩具。”邓利强说。

一按、一摇、一扔，一个小小
的塑料包，能发出不小的爆炸
声，这种“炸包”玩具一度受到
部分小学生的追捧。

据广州市场监管部门介绍，
“炸包”玩具由碱性的苏打水包
和酸性的柠檬酸粉组成，一旦
挤破液体包装，二者就会发生
化学反应，产生二氧化碳气体，
使得袋子迅速膨胀，随之爆开
发出巨响。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监
督司相关负责人说，根据国家
强制性标准 GB 6675.1—2014
《玩具安全 第 1 部分：基本规
范》5.2.4 条款规定：玩具，特别
是化学游戏玩具，不得含有会
因化学反应或加热而引起爆炸
的物质。因此，供14岁以下儿
童玩耍的“炸包”玩具不符合玩
具强制性标准要求，同时违反
了产品质量法等法律规定。

这些“炸包”玩具销售情况

如何？记者走访了广州部分中
小学附近的文具店及小卖部，
暂未发现有此类玩具，但在某
购物平台上搜索“玩具手雷”，
则显示多个店铺在售卖“炸包”
玩具。

“炸包”、萝卜刀、捏捏乐等
稀奇古怪的玩具可能带来安全
问题。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副教授余晖建议：“学校方
面可以开展玩具安全教育，培
养青少年对于危险玩具的甄别
能力。”

为了让儿童远离危险玩具、
玩得安全安心，多地已加大对
儿童玩具的监管力度。全国层
面，自2019年以来，市场监管总
局等部门已连续六年组织开展
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
动，以“炸包”“臭包”等危险玩
具、学生文具等为重点，共检查
儿童用品生产销售企业 61.65
万家次。

近年来，多地消费者协会
时常会进行抽检和消费提示，
但为何“毒玩具”还能大行其
道？

记者走访北京、天津一些校
园周边玩具店、商超及玩具城
发现，尽管多数玩具包装和产
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执行标
准等信息完整，但“三无”产品
仍混迹其中，学校周边的小卖
部属“重灾区”。

而当记者询问经营者玩具
成分时，得到的回复多为“不知
道”。

据了解，这些“三无”产品和
网上售卖的很多网红玩具大多
是小作坊制造的，由于缺乏统
一的行业标准和强制检测要
求，为降低成本，生产者采用工
业级 PVC、劣质硅胶或再生塑
料制作，这些材料中很可能含
有过量塑化剂（如邻苯二甲酸
盐）、甲醛、重金属（铅、镉等）等
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此外，我国现行玩具安全
标准可能不足以覆盖新型网红

玩具的安全问题。”邓利强说，
根据我国现行玩具安全系列标
准仅对8种可迁移元素（锑、砷、
钡、镉、铬、铅、汞、硒）和6种增
塑 剂 （DBP、 BBP、 DEHP、
DNOP、DINP、DIDP）的含量有
明确要求，并未对甲醛和挥发
性有机物（VOC）等物质有明确
的限量要求。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高广童律师分析称，绝大多
数网红玩具适用的是我国目前
的玩具标准体系，其面临两个
突出挑战：第一，限制性物质
清单覆盖不全，没有将甲醛等
有害物质纳入强制性检测范
围、设定最大限量，导致擦边
球现象层出不穷，捏捏等网红
玩具生产者为了追求特定的手
感、气味、颜色或弹性，从而使
用一些标准尚未覆盖的有害化
学物质；第二，玩具的定义强
调对“设计或预定用途”的判
断，易被部分生产者、销售者
用以规避国家标准，导致监管
难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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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玩具甲醛超标
影响玩家身心健康

“炸包”、萝卜刀……
请让孩子远离危险玩具

强制检测范围有限
规避标准监管困难

“得癌了，近期都不会更新捏捏了。”
近日，解压玩具博主“有只猫叫小朋友”在
社交平台宣布罹患癌症并暂停更新视频，
虽未透露患病具体原因，但其患病的消息
迅速引发了网友和捏捏同好圈热议，“网
红捏捏越玩越危险”的话题冲上热搜榜。

据报道，去年就出现了多位捏捏博
主、商家向粉丝和买家说明自己患病从此
退圈的消息。

除捏捏外，记者近日通过调查市面上
的多种流行玩具，例如徽章、盲盒手办等，
发现这些玩具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健康
隐患。

综合法治日报、人民日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