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想着着法法儿儿避避监监管管

———打监管“擦边球”。记者调查发现，
网售的很多“抗幽牙膏”都标示“械字号”

“医用级”。 记者从药监部门了解到，根据
今年新实施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牙
膏应参照普通化妆品的规定进行管理，即
按“妆字号”备案，而按照医疗器械来备案
的“械字号”产品就不能说是牙膏，即不存
在所谓的“械字号牙膏”。

有业内人士指出，厂家既想让产品好
卖而标示牙膏，又想让消费者感觉产品很
专业而突出“械字号”，此外，用“械字号”
还能规避广告法中关于“除医疗、药品、医
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
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
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
用语”的规定，意在打监管“擦边球”。

———夸大功效假宣传。 广东省化妆
品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暨南大学生命科学

技术学院副教授刘忠说，“有的牙膏虽然只
说是抗菌牙膏， 但是在页面上介绍了幽门
螺杆菌的危害， 对消费者的实际购买产生
误导、联想，也是新广告法所不允许的。 ”

———制造“幽门焦虑”。 记者发现，为
了售卖“抗幽牙膏”产品，不少商家卖力宣
传幽门螺杆菌的危害，称其是“一人感染，
全家遭殃”“胃癌元凶”等。 一些医师也表
示， 临床上部分患者受牙膏广告诱导，对
幽门螺杆菌有不必要的焦虑情绪。

廖娟表示，这样宣传一方面容易误导
消费者，另一方面可能会造成人们对幽门
螺杆菌的恐慌。“幽门螺杆菌虽然感染率
很高， 但是大约只有 1%的人可能发展成
胃癌，而且只要适当注意就能避免家庭内
的传播，因此不必过度恐慌。 ”此外，公众
恐慌还可能带来抗生素乱用及滥用，从而
导致耐药，造成治疗困难。

消消费费者者吐吐槽槽被被收收““智智商商税税””

山西太原市民张楠楠在一次单位体检中被查出感
染了幽门螺杆菌，不久她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款声称

“可有效减少幽门螺杆菌”的牙膏。 好奇之下，她便买了
两支回来使用，结果两个多月后复查，她的幽门螺杆菌
数值不仅没降，反而升高了。“感觉交了‘智商税’。”张楠
楠吐槽道。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抗幽牙膏”在网上销售火
爆。 在某大型购物网站输入“幽门螺杆菌牙膏”“抗幽牙
膏”等关键词，会跳出五花八门的“抗幽牙膏”产品，价格
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

记者注意到，这些产品大多宣称可抑制、预防甚至
杀灭幽门螺杆菌，一些产品还打出了“对幽门螺杆菌有
效灭杀 99.85%”“根源灭幽门”“全家适用，无效可退”等
宣传字眼。不少买家也对牙膏的功效寄予厚望：“刚查出
感染，买了这个希望有用，别传染给孩子。 ”

这样的“网红牙膏”在线下也十分畅销。一位牙膏企
业的业务员告诉记者：“类似的抑菌牙膏已经卖了好几
年，现在供货规模单月可以达到 1000 万支以上，最近刚
有一家大型连锁药房进行了批量订购， 订购量在 10 万
支以上。 ”

然而，对这样的牙膏能否真“抗幽”，受访专家表示
质疑。 中华医学会消化学会委员、山西省人民医院消化
科主任王俊平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定植在胃里，治疗
重点也是杀灭胃内细菌，通常是使用包括两种抗生素在
内的四联药物，需连续服药 14 天，才有可能根除，仅靠
刷牙来治疗幽门螺杆菌是不可行的。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廖娟解释
说，幽门螺杆菌也有可能会定植在口腔的唾液和牙菌斑
里， 临床上在根除幽门螺杆菌之前也会推荐患者先洁
牙， 但即便牙膏可以对口腔的幽门螺杆菌起到抑制作
用，它对胃里的幽门螺杆菌也没有作用，治疗幽门螺杆
菌仍然需要吃药。

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理事长相健强表
示， 目前协会所属会员单位没有生产销售此类产品，协
会认为，口腔当中的幽门螺杆菌与胃肠道中的幽门螺杆
菌是否存在关联，目前尚无科学证据，刷牙即便对口腔
当中的幽门螺杆菌也并不能完全清除。协会一直关注所
谓“抗幽牙膏”的虚假、夸大宣传对行业的负面影响，还
曾发出行业自律声明， 要求会员企业严格按照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进行功效宣称和广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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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支牙膏就能杀幽门螺杆菌？

我国是幽门螺

杆菌高感染国家，有数
据显示成人感染率约为

50%。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号
称能抑制甚至杀灭幽门螺杆

菌的 “抗幽牙膏 ”正悄悄走
红网络。 “抗幽牙膏”真的
有效吗？

还还需需强强监监管管多多一一些些科科普普

针对“抗幽牙膏”忽悠消费者、规避监
管等乱象，受访专家认为，还需进一步加
强行业监管，规范广告行为，同时加大科
普力度，引导消费者科学消费。

记者了解到，过去对牙膏行业的监管
存在一些灰色地带， 导致出现种种乱象，
而近些年监管趋于严格，《化妆品监督管
理条例》《牙膏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接连出炉，对牙膏的功效评价、功效
宣称用语以及相关处罚等都作出规定。业
内人士建议相关措施应尽快落地，并督促
各地落实执行。

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院副院长、教授王四新表示，针对“抗幽牙
膏”这样涉及人数多、有一定危害性的网
红产品，相关部门和电商企业应当形成联
动机制，协同治理，加强对相关广告的监
测监管， 及时发现并处理违法违规宣传，
避免误导和欺骗消费者。

此外，相健强等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
指出，“抗幽牙膏”之所以有市场，很大原
因是消费者对幽门螺杆菌的认识不足，要
加大对幽门螺杆菌相关知识的科普宣传，
提醒消费者理性就医，科学消费，避免盲
从盲信。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