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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含量超标1万多倍，有的竟超标4.3万倍

化妆品“小样”
满是“狠活儿”？

在小红书APP用“小
样”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出现 103 万余篇笔记，可
见消费者对小样的庞大需
求。但原本属于“非卖品”
的小样来源鱼龙混杂，在
合规上一直存在隐患，受
到监管部门的关注。

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
管局执法人员曾对上海话
梅 乐 享 位 于 黄 浦 区 的
HARMAY话梅化妆品集
合店进行现场检查。现场
发现其正在销售的共计 4
个品牌 24 款化妆品的中
文标签有缺失项，被上海
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处以
罚款 73.5万元，没收违法
所得 15.2万元，共计罚没
88.7 万元。此外，多个省
（区、市）也加大了对化妆
品市场，特别是小样销售

整治力度。
除了监管部门外，各

电商平台也在逐步规范与
“小样”相关的销售及发布
内容。天猫平台发布新增
《天猫样品商品发布规范》
明确，样品与正品品质须
保持一致，若商家无法提
供真实有效的进货凭证证
明样品的可信来源，天猫将
删除该商品信息。抖音平
台对美妆商品的发布有明
确要求，其中商家自行分装
的化妆品明确为禁售品，如
果商家绕开平台管控擅自
销售，平台将依照相关规则
规范对其进行严格处罚。

随着对“灰色地带”打
击力度的加大，各平台、品
牌的管控日益严格和收
紧，“小样经济”将往规范
合法的方向靠拢。

长期使用含汞化妆品
对身体有何伤害呢？北京
某三甲医院皮肤科一位主
治医师解释，添加汞的化妆
品确实可以在短期内达到
美白的效果，“汞可以抑制
酪氨酸激酶的活性，这是合
成黑色素过程中一个必不
可少的物质。汞抑制了酪
氨酸激酶的活性，必然会影
响黑色素的合成，黑色素合

成减少后就会让人觉得皮
肤变白了”。

该主治医师进一步介
绍，长期使用含汞的化妆
品，尤其是汞严重超标的化
妆品，不仅达不到美白的效
果，反而会损害皮肤的新陈
代谢和屏障功能，出现色素
沉着、斑点增多、皮肤瘙痒
等表现；同时可能引发肾
脏、神经系统等多方面器官

受损。
检方在此提醒广大消

费者，要对各类“特效”商品
提高警惕，在从正规渠道购
买商品的同时，提升辨别虚
假宣传的能力。特别是对于
商家赠送的“小样”也要提高
警惕，在尝试涂抹“小样”时，
一定要注意上面是否有生产
厂家、生产日期、产品合格证
以及商标等信息。

经过几个月的摸排和
调查，执法人员在广州找到
了生产和加工这些汞严重
超标的化妆品生产窝点。
随后，江阴市市场监管局将
该线索移送市公安局处理，
江阴市公安局随即对该案
立案调查，经侦查发现，范
某和吴某经营的化妆品店
曾多次向广州市的李某订
购这一套装。公安机关于
是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

承办本案的江阴市人
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三级
检察官顾月月透露，由于
没有精细化的操作标准，
每瓶夜霜小样的汞含量竟
都不同。“公安机关再次取

样鉴定，发现汞含量超标
4.3 万倍，比此前市场监督
管理局移送过来的鉴定报
告还要高。”

顾月月表示，他们跟公
安机关重新了解每一份鉴
定报告的取证，包括让犯罪
嫌疑人指认，得知小样制作
就在李某位于广州的一个
小作坊里，随便用勺子挖几
勺汞粉在里面搅拌，然后灌
装成了所谓的小样。

经查，范某、吴某二人
曾长期从事化妆品微商代
理销售业务，拥有庞大的
微信客户群体。2020 年，
二人商议推出自己的品牌
化妆品。

范某交代，只有让产品

拥有快速美白和祛斑的效
果，才能满足大多数消费者
的心理，从而占领市场，打
开销路。产生“走捷径”的
想法后，范某辗转联系到广
州一家化妆品公司的负责
人李某。

深谙化妆品行业内幕
的李某随后向范某提出，可
以生产一款正规的、能通过
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测的正
品；同时再生产一款“效果”
非常好的小样，但里面有一
些东西是超标的。将“三
无”产品的小样（含日霜、夜
霜）在销售“正品”时以非卖
品的名义赠送给顾客，小样
的外观及包装和正品高度
相似，可以让消费者误认为

是成套的系列产品；而在产
品送检时，只送检“正品”。

就这样，李某按照范某
的委托生产正品大套盒，又
购买原料自行灌装生产赠
品小套盒。考虑到大量的
汞在日光照射下更容易造
成皮肤过敏，李某只在小样
夜霜中添加了汞，再由范某
及其代理商引导客户组合
使用。

2023年 7月，江阴市检
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对三人提起公诉。近日，
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判处被告人范某、李某、吴
某有期徒刑七年至二年不
等，吴某适用缓刑，各并处罚
金70万元至20万元不等。

卢女士在范某经营的
化妆品店购买了一套以祛
除痘印和色斑为主要功效
的产品，工作人员赠送了
她日霜、夜霜的小样，并特
意嘱咐她一定要搭配小样
使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使用小样的前几天，卢女
士感觉痘印和色斑明显变
淡，但又过了几天，她的脸
开始发红发痒，并且愈发
严重。随后，卢女士到医

院就诊，医生诊断为化妆
品过敏。

卢女士将小样送去检测，
结果显示，小样夜霜中的汞
含量竟高达 11952.4mg/kg。
而根据《化妆品安全技术
规范（2015版）》，化妆品的
标 准 汞 含 量 不 能 超 过
1mg/kg。

得知化妆品小样中的
汞含量超标 1万多倍，卢女
士向监管部门举报。经检

测，这款夜用巩固霜的汞含
量确实严重超标。执法人
员告诉记者，这款大盒套装
的外包装上标示着产品名
称、成分含量、生产批号、生
产企业等信息，这些信息在
国家药监部门的官网上都
能查询到相关备案，属于合
法合规的化妆品，但赠品小
盒套装的外包装上却仅有

“日用调理霜”和“夜用巩固
霜”等字样。

江阴市市场监管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汤
熙介绍，化妆品小样的标
签仅标明了产品的名称，
还有焕白祛黄等一些主要
功效，但是上面没有标明
生产企业、批号、成分含量
等一些最基本的信息，不
符合《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有关标签的相关规定，
也没有查到任何相关注册
和备案信息。

“化妆品小样送检结果显示，小样汞含量超标1万多倍，有的竟超标4.3万倍！”这样的小样你还敢用吗？在
日常选购化妆品时，一些消费者会更加注重美白、祛斑等功效。有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消费者追求见效快的
心理，在化妆品中添加大量的化学品汞，并以正品搭配“小样”的方式进行捆绑销售，从而逃避监管。

正价商品是合法合规的普通化妆品，赠品“小样”却是非法添加了汞粉的不合格产品，商家在销售时又一
直强调一定要使用赠品效果才好，如此销售“套路”，消费者如何察觉和提防呢？化妆品“小样”如何藏猫腻？
又该如何避免“贪小便宜吃大亏”呢？就此，日前，记者进行了调查。

长期使用含汞化妆品
肾脏等器官可能受损

“小样”搭配正品捆绑卖
只送检“正品”逃避监管

使用化妆品“小样”后过敏
送检发现汞含量超标超万倍

打击“灰色地带”
规范“小样经济”

“免费”不能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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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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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脸
好痒！好热！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与陈雯债权
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2024年3月21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与陈雯
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长城资产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依法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陈雯。长城资产特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长城资产作为公告清单中所列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转让方、陈雯作为公告清单中所列债权和担保权
利的受让方，现特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权利义务
继承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陈雯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
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转让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受让方：陈雯
附件一：联合公告清单 2024年3月27日
基准日：2023年12月31日 单位：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主债务人名称主债务人名称主债务人名称主债务人名称 本金余额本金余额本金余额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利息余额利息余额利息余额 费用费用费用费用 合计总债权合计总债权合计总债权合计总债权 担保人担保人担保人担保人（（（（包括保证人包括保证人包括保证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和质押人抵押人和质押人抵押人和质押人抵押人和质押人））））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
福建省惠邦科技
有限公司

10,999,522.00    17,743,404.88    101,731.00 28,844,657.88 
抵押人：福建省惠邦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陈旭东、游艺云

10,999,522.0010,999,522.0010,999,522.0010,999,522.00    17,743,404.8817,743,404.8817,743,404.8817,743,404.88    101,731.00101,731.00101,731.00101,731.00    28,844,657.8828,844,657.8828,844,657.8828,844,6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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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的小样，背后
满是套路。一些商家利用
消费者急切变美的心理，
往小样中添加正装产品没
有的化学成分，以规避监
管，再将其“免费”赠送给消
费者，以正装、小样配合使
用效果更好为名，引诱使
用，制造“有奇效”的假象，
促使消费者复购。其实小
样成本早已暗含在正品当
中。功效不够，“狠活儿”来
凑，随意“加料”的不合格
小样，伤健康，也伤钱包。

“免费”不能免责。根

据《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
理办法》，以免费试用、赠
予、兑换等形式向消费者提
供化妆品的，应当依法履行
相关的化妆品经营者义
务。利用“爱美之心”，以

“免费”之名变相捆绑销售
不合格产品，损害消费者健
康和权益，必然受到惩罚。

小样虽小，但不能成
为监管盲区。为行业立规
矩，使监管有力度，让规则
长牙齿，才能确保整个行
业守住安全底线，提高产
品品质水位线。

（综合央广总台中国之声、人民日报、中国医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