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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小朋友都在玩，孩子看到
了也想玩，所以我让他在网上挑了一
款捏捏乐，没想到买回来发现味道这
么重。”

黄先生说，后来他在网上查询发
现，很多网店都有售卖不同款式的捏
捏乐，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一个不
等。在部分捏捏乐的评价中，有消费
者发表了“不要买，就是地摊货，属于

‘三无’产品”“不要给孩子玩，异味很
重，有安全隐患”等评论。

“孩子花 18元从网上买了两个捏
捏乐，比路边摊贵一倍，想着质量应该
好些。谁料味道还是太刺鼻，熏得我
脑仁疼，放在通风口半天味道还是散
不掉，最后我征求孩子同意，将玩具扔
了。”和黄先生一样，山西大同的郭女
士对捏捏乐同样“深恶痛绝”。

据了解，目前网络上流行的捏捏
乐是一种慢回弹类的解压玩具，通常
仿照食物、动物等各种形象，采用柔
软的硅胶类材料制成，在揉捏、拉伸、
回弹的过程中达到释放身心压力的
效果。

记者在线上线下走访调查发现，
尽管有商家宣称自己销售的捏捏乐采
用的是“食品级硅胶”，但商品包装上

“空空如也”，没有生产厂家、生产日
期、质量合格证等信息，是典型的“三
无”产品。

娃
爱
不
释
手
的
玩
具

厦门市民黄先生买给孩子玩的“捏捏乐”（一种解压玩具），
一拿出就闻到一股浓烈的刺鼻气味，用甲醛测试纸测试，显示
甲醛严重超标，而且外包装没有生产厂家等信息，属于“三无”
产品。除了捏捏乐，据公开报道，水晶泥、起泡胶、假水等深受
孩子们喜欢的网红软泥玩具，也有不少是含硼超标的毒玩具，
经常用手接触不仅会增加硼中毒的可能，还容易引起湿疹等过
敏症状。

专家指出，“毒玩具”是不符合有关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
没有生产信息，含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物质的玩具。建议监管部

门从生产源头、流通渠道、消费终端入手，全面
治理“毒玩具”；父母在为孩子选择玩具时，要尽
量避免购买标识不全或有刺激性味道的玩具。

在张步峰看来，监管部门应从生产源头、流通渠
道、消费终端入手，全面治理“毒玩具”：

在源头治理层面，根据产品质量法第十条，监
管部门可以通过给予一定奖励的方式鼓励大众举
报生产“三无”产品的商家、销售方；可以通过参考
目前已有的纺织品甲醛的测定标准等构建捏捏乐、
玩偶等玩具生产的行业标准，尤其是对“甲醛”含量
的检测等。

在销售方监管层面，督促销售方严格履行产品
质量法第三十三条的进货检查验收制度。检查过程
中，向经营者发放《售卖文具玩具行政指导书》，要求
经营者落实进货验收制度并现场签署《玩具文具诚
信经营承诺书》，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提升合
法诚信经营意识。开展对“三无”产品的专项检查活
动，以学校为中心，严格查处周围商店的产品经营售
卖行为，加大抽检力度和检查频次。

受访专家提醒道，家庭是儿童成长的第一道防
线。张步峰说，根据民法典和家庭教育促进法，父母
及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具有“教育和保护”的义
务。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帮助儿童掌握安全玩具
的基本知识，在为孩子选择玩具时，看购买的玩具的
包装上是否具有厂家以及产品信息，帮助孩子学会
辨认CCC认证标志，督促孩子坚决不买有严重异味
或刺激性气味的玩具。

姚金菊建议，家长应当定期检查孩子的玩具，若
发现玩具有刺鼻气味或外观上的异常，应立即停止
使用。发现玩具存在质量问题或安全隐患时，应及
时与商家联系并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维护自
身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不仅是捏捏乐，水晶泥、起泡胶等
软泥玩具也深受未成年人欢迎，同时
也有不少家长担忧其质量。

“家长们得留心，‘毒玩具’可能就
在孩子身边。”福建厦门的洪女士说，
前段时间，孩子把玩具车拆了，她在帮
忙组装时发现其有“毒”，“一股刺鼻的
气味”。她立即把之前给孩子买的玩
具汽车、玩具挖掘机都拿出来闻了闻，
发现大多气味很重。“看来以后只有认
准CCC（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产品合
格）标志，买来的玩具才能有安全保
障。”洪女士感慨道。

今年 4月初，沪上娃娃机的玩偶
产地不明、甲醛超标事件一度引发社
会关注。有网友评价说，自己孩子经
常去抓娃娃，没想到这些娃娃也会存

在质量问题。还有网友称，家里一堆
从娃娃机里抓的娃娃，仔细检查了下，
确实有的娃娃没有品牌和生产厂家标
识等信息，做工粗糙，闻起来有异味。

记者在第三方消费者投诉平台检
索发现，截至 7月 10日，关于“三无玩
具”的投诉有 444条，“毒玩具”的投诉
有 150条，从检索结果发现，“三无玩
具”“毒玩具”的投诉案例呈上升趋势。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
理中心曾对随机购买的10款成品水晶
泥产品进行测试，发现8款产品的硼含量
超过300毫克/千克，最高的一款达到了
1336毫克/千克，远超对硼含量的安全限
定。儿童使用吸管将水晶泥吹泡泡的行
为存在硼砂中毒风险——“泥”与口部距
离过近，甚至有可能误食。

深圳某儿童医院皮肤科一名主治
医师介绍说，他们科室每天都有因为
玩“毒玩具”来问诊的孩子。“除水晶泥
含有硼砂、甲醛等，一些儿童厨房玩
具，商家宣传的可食用材质很可能是
重金属超标的劣质材料；五颜六色的
文身贴纸往往重金属超标，长期接触
皮肤，孩子容易慢性中毒。

在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
叶刚看来，如果能够证明相关玩具存
在严重影响人体健康的问题，应当认
定其存在缺陷。根据民法典相关规
定，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产品的生产
者、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有权主张医
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
食补助费以及为治疗呕吐、过敏等疾
病和康复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如何才能有效治理
遏制“毒玩具”流入市场？

宣称采用“食品级硅胶”
到手却是“三无产品”

玩“毒玩具”出现健康问题 责任谁来担？

强制性国标已较完备
监管还存在一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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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访专家看来，我国玩具安全领域强制性国
家标准实际上已经比较完备。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介绍，近年
来，因一些具有特殊特性的玩具被不断开发，传统的
机械物理、元素迁移、燃烧规定的要求已经不能完全
覆盖玩具的特殊安全特性，为此，我国还制定了不少
特定安全标准，比如《玩具安全 第 13部分：除实验
玩具外的化学套装玩具》（GB 6675.13-2014）、《玩
具安全 第 14 部分：指画颜料技术要求及测试方
法》（GB 6675.14-2014）等。

“但由于一些不良生产者销售者逐利，监管方面
还存在一定困难，消费者安全意识不足等原因，造成

‘毒玩具’仍大量存在于市场。”姚金菊说。
就“毒玩具”的监管，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步峰分析说，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生产主体门槛
低，个体、家庭作坊以及小工厂都可以生产，产品的
生产环节难以实现精准监管。且一些产品包装上没
有生产地址和生产厂家，出现问题溯源难；从销售主
体来看，很多个人卖家怠于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
和履行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的义务，而且
销售主体还包括很多电商，其准入门槛较低，商家众
多，难以进行针对性的管理。

“此外，市场需求较大，儿童消费者可能受到攀
比等心理影响，再加上需要缓解压力的一些消费者，
因此消费群体人数较多，市场需求较为丰富，不良商
家有利可图。”张步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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