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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孩子远离“毒”“危”玩具

“毒”“危”玩具有何隐患？

如何科学选购，护航儿童健康？

出现紧急情况如何处理？

儿科专家提醒，若孩子误吞异物或接
触有毒物质，家长应第一时间送医。异物
在消化道不同位置，处理方式差异较大。
早发现、早干预可显著降低手术风险。儿
童器官及神经系统发育未成熟，对毒性物
质更为敏感。家长若发现孩子接触玩具
后出现突发性皮疹、呼吸困难、持续咳嗽
或呕吐头晕，应立即停用并就医。

“我们在临床还观察到，许多家长带
孩子来到医院后，并不确定孩子的误服、
误吞情况，很多只说印象中某些玩具找不
到了，怀疑误服、误吞。这就给诊疗带来
很大困难，因为有些异物可能体积很小、

成分不明。”黄柳明说。
因此，对低龄儿童实行“玩耍前检查、

过程中陪同、结束后收纳”全程监护，对年
龄稍大一点的孩子进行玩具健康教育、游
戏安全引导非常重要。

王娜建议，教育与监管应双管齐下，
要加强玩具市场监管，严厉打击非法生产
销售行为，同时动态完善国家标准，对新
兴玩具风险及时预警。值得注意的是，幼
儿园等教育机构因严格管理玩具准入，鲜
少发生类似伤害事件。“通过科学管理，绝
大多数风险可提前规避。”她说。

(据新华社）

给孩子挑选放心的玩具是不少家长

群讨论的热点。“小玩具”关乎“大安全”，

如何帮助孩子远离“毒”“危”玩具？怎样

合理选购、安全使用，让玩具成为孩子的

益友？

“本月我们又接诊了一名3岁男童误吞‘水精灵’
的病例，十分痛心！”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
急诊中心主任黄柳明介绍，“水精灵”是一种直径几毫
米的彩色珠子，主要成分为亲水性树脂，吸水后体积可
膨胀数十倍。“水精灵”在男童腹中滞留时间较长，不断
泡发，导致肠梗阻，最终通过开腹手术才取出。

黄柳明表示，北京儿童医院急诊中心接诊的玩具
相关伤害病例中，“水精灵”和“磁力珠”最为常见。此
类病例几乎每月发生，低龄儿童尤其需警惕。“若异物
卡在胃部或十二指肠，尚可通过胃镜微创取出；一旦进
入小肠，只能手术开刀处理。”他说。

急诊室里的案例，暴露出部分网红玩具设计与材
质存在安全隐患。

专家介绍，在设计方面，有的仿刀具类玩具虽为塑
料材质，但尖锐设计易造成意外划伤；一些包含加热模
块的仿真迷你厨房玩具可能引发瞬间火势；“磁力珠”

“水精灵”等小体积玩具误吞风险高，近年来已发生多
起儿童肠穿孔救治案例。

在材质方面，部分“史莱姆”水晶泥含硼砂成分，误
食3至5克即可引发儿童中毒；有的慢回弹类解压玩具

“捏捏”可能释放苯系物等致癌物；一些“三无”劣质塑
料玩具存在甲醛超标。

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曾对“捏捏”等37款解压玩
具进行的测评显示，超七成产品不达标，存在增塑剂超
标、挥发性有机物和二甲苯释放量过高；河北省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技术中心2022年对线上线下购买的30批
次“捏捏”样品检测显示，二甲苯不合格率高达83.3%。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
“送孩子一份安全礼物”选购提示，提醒家
长们购买塑胶玩具、电玩具、金属玩具、乘
骑车辆玩具等务必选择有“CCC”认证标
志的产品；根据孩子的年龄、性别和兴趣
选择合适的玩具，避免选择有尖锐边角、
小零件易脱落、弹射类等存在安全隐患的
玩具；查看玩具的使用说明和警示标识，
严格按照要求使用和保管玩具。

除物理伤害外，化学危害也需警惕。
“长期玩甲醛超标、挥发性有机物超标的
玩具，可能对儿童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
伤。”湖北省武汉市第一医院儿科主任王
娜说。

针对家长选购玩具，黄柳明提出两大
关键原则：一是“什么年龄的孩子玩什么
样的玩具”，即严格遵循年龄分级，避免低
龄儿童接触细小、尖锐或化学风险高的玩
具；二是认准国家认证和标准，核对产品
名称、厂址、执行标准及成分表，远离“三
无”或有刺鼻异味、可能含挥发性有害物
质的玩具。

据悉，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
江苏、安徽、四川等全国多地开展儿童用
品安全守护行动，集中下架问题产品。北
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家
长们如遇到消费纠纷，可及时通过 12315
平台举报违规玩具商品。

5月28日，在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翠华镇庆云小学，学生们体验
益智玩具。 新华社记者 高咏薇 摄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急诊中心主任
黄柳明正在进行急诊手术。

（图片来源：北京儿童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