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2.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法治新闻2025年 5月 20日 星期二
电子信箱：zbs@jcrb.com

编辑/潘若曦 校对/台霙霏
联系电话/（010）86423324

□本报记者 刘亚

被曝尺寸缩水、含虫卵，卫生巾频
频“塌房”……近年来，随着卫生巾的
产品质量问题频频被爆，一些消费者
开始寻找更为“安全”的“医用卫生巾”
作为替代品，一些厂家也纷纷加入售
卖“医用级”卫生巾的赛道。然而，市场
上所谓的“医用卫生巾”却存在诸多乱
象，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

什么是“医用卫生巾”？它和普通
级卫生巾有什么区别？医用的是否比
普通的更安全？近日，北京市大兴区
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医用卫生巾”相
关的公益诉讼案件，揭开了“医用卫
生巾”的真面目。

医用护理垫里检测出真菌

由于有“医用级”字样，在不少消
费者看来，“医用级”产品意味着安全
级别更高，在细菌、荧光剂、pH 值等
标准上都有更严格的要求，因此，“医
用卫生巾”肯定优于普通产品。

记者在某外卖、电商平台上搜索
“医用卫生巾”发现，出现的产品基本
为“医用护理垫”而非“医用卫生巾”，
销售量最大的为某医疗品牌生产的医
用护理垫，而销售方均为医疗器械商
家。从外观来看，这款医用护理垫和
普通卫生巾并无差别，预期用途则是
病床或检查床上用的卫生护理用品，
并警示说明：不应在手术室、产房内使
用。记者注意到，这款医用护理垫的
包装上标注了其生产备案凭证编号和
产品备案凭证编号，均为械备号（根据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我国
对第一类医疗器械实行产品备案管
理，其备案编号即“械备号”；对第二
类、第三类医疗器械实行产品注册管
理，其注册编号即“械注号”）。

家住北京市大兴区的王女士就
是“医用卫生巾”的消费者之一。然而，
换用“医用卫生巾”后，王女士的私处
却出现了小红点、瘙痒等过敏症状。尽
管这些症状几天后自然消退，但王女
士觉得很不理解，“医用卫生巾”不应
该更安全吗？2024 年 12 月 11 日，王女
士通过“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向大兴
区检察院反映，认为该卫生巾可能存
在质量问题。除了王女士外，还有部分
消费者通过 12345平台集中反映使用
卫生巾后过敏的情况。

随后，大兴区检察院成立了办案
组，对各类卫生巾的产品质量、国家
标准制定等情况进行调研。

“我们通过线上平台（外卖、电商
平台）和基本覆盖全辖区 14 个镇的
线下渠道（村中小超市、大型商超、医
疗器械店），购买了 10 余个品牌、不
同批次产品（涵盖正规品牌、小品牌、
医用护理垫），并委托最高人民检察

院司法鉴定中心就相关产品的菌落
总数、大肠菌群和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进行检验。”大兴区检察院检察官李
杉介绍说，检测后发现，普通卫生巾
和二类械注号产妇产后护理垫的菌
落总数均小于 1CFU/g，某品牌医护
级卫生巾菌落总数为 4CFU/g，而另
一品牌的一类械备号医用护理垫的
菌落总数为 13CFU/g，且检出真菌。

“令人意外的是，部分小品牌卫
生巾质量是达标的，而打着‘医用’旗
号的产品反而安全性能低。”李杉告
诉记者，随着女性消费者对普通级卫
生巾的信任度普遍下降，“医用卫生
巾”的概念在自媒体及部分产品宣传
中屡屡被提及，其销量也大幅增长，
办案组决定重新评估和研究医用卫
生巾的相关问题。

“医用卫生巾”是个伪概念

在办案组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中心的沟通中，
问题很快浮出水面。

我国现行《医疗器械分类目录》
中并没有“医用卫生巾”的产品名称。
根据《医疗器械分类目录》，只有二类
械注号的产妇产后护理垫和医用吸
收垫等产品因为对身体健康有直接
影响，产品具有无菌要求。

而现在市场上大量的仅取得一
类医疗器械备案号卫生巾形状的“医
用护理垫”“医用垫巾”等产品，仅系
用于病床或检查床上的卫生护理用
品，其没有相关国家标准，只要符合
非织造布和塑料膜复合或缝制而成
的要求即可生产销售。

这意味着：一类械备号医用护理垫
由于只限于病床上使用，对人体健康影
响小，故没有无菌要求及相关国家标
准，具体产品质量由生产者按自行备案
内容组织生产；二类械注号产妇产后
护理垫因对产妇身体健康有直接影
响，有无菌要求，所以需获得注册许可
后才能生产销售，产品安全性能高于
普通卫生巾，但是因其没有适用卫生
巾（护垫）GB/T8939标准的硬性要求，
吸水量等性能也可能不及普通卫生巾。

“一些商家为了追求利润，将一类
械备号的医用护理垫标注为‘医用卫
生巾’，没有国家标准意味着相关产品
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缺乏统一的规范
和监管。商家将这一模糊概念作为营
销噱头，误导消费者。这种行为不仅混
淆了产品的性质，还可能对女性健康
造成严重危害。”李杉向记者表示。

检察建议推动行业整改

“我们发现，部分医疗器械店铺在
线下销售时存在将一类械备号医用护
理垫与普通卫生巾混合放置，并以‘医
用卫生巾’的概念推广售卖，在线上销
售时则直接将产品标注为‘卫生巾’

‘姨妈巾’等现象。该类行为存在误导
性，侵害了女性消费者对产品的知情
权。”李杉说，多数消费者购买时不看
产品说明，仅因形状和“医用”概念购
买，特别是在“3·15”后“医用卫生巾”
搜索量大幅增加，平台仍存在宣传漏
洞（如未区分一类/二类医疗器械）。

“除了名称使用不规范，该款产品
还缺乏国家标准，且不需要通过一次
性使用卫生用品国家标准中关于卫生
巾的安全测试，错误使用可能影响女
性身体健康，也严重影响了卫生巾市

场的健康发展。”李杉进一步解释说。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和

《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医疗
器械的生产和销售需严格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然而，由于一类医疗器械安全
性要求不高，市场监管部门和医药监
督管理部门往往忽视对其监管，存在
怠于履职的情况，导致市场乱象频发。

今年 1 月 13 日，大兴区检察院根
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和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向行政机关
制发了检察建议，建议下架“医用卫生
巾”宣传，规范名称为“医用护理垫”，
禁止使用擦边词汇和模糊对比（如与
卫生巾功能类比）。随后，行政机关全
面采纳检察机关建议并积极整改。

收到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通过
线下走访检查医疗器械店铺，责令其
将医疗器械和非医疗器械分类码放，
并制发《规范竞争行为提示书》，通过
责令相关商家暂停营业、下架涉事商
品并删除相关图文的方式进行整改。
此外，行政机关还向全区制发《关于
规范医疗器械网络销售行为的紧急
通知》，排查 79 家网络店铺，并要求
15家存在同类问题的店铺一并整改。

今年 4 月，大兴区检察院就该案
召开公益诉讼听证会，邀请区人大代
表朱玲、区政协委员颜九红、区妇联
权益部干部张钰以及“益心为公”志
愿者张媛媛、张丹丹担任听证员，听
取意见、评估整改效果。听证员们还
现场检查相关商家的网店整改情况，
发现相关问题已整改完成。

据了解，大兴区检察院目前正在
构建“医用护理垫规范管理公益诉讼
监督模型”，拟通过获取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数据查询平台中全国生产医用
护理垫企业备案的全部信息，指引通
过线上平台获取销售端、生产端就医
用护理垫产品信息进
行比对碰撞，从而筛查
出超备案信息标注的
虚假宣传违法行为线
索，更大范围推动规范
相关销售行为。

“医用卫生巾”真的安全吗？

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办案组购买了 10 余个品牌、不同批次产品的卫生巾、
医用护理垫等，并委托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验。

相关链接

●随着女性消费者对普通级卫生巾的信任度普遍下降，

“医用卫生巾”的概念在自媒体及部分产品宣传中屡屡被提及，

其销量也大幅增长。

●我国现行《医疗器械分类目录》中并没有“医用卫生巾”的

产品名称。市场上大量的仅取得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号卫生巾形

状的“医用护理垫”“医用垫巾”等产品，仅系用于病床或检查床

上的卫生护理用品，其没有相关国家标准，只要符合非织造布和

塑料膜复合或缝制而成的要求即可生产销售。

●一些商家为了追求利润，将一类械备号的医用护理垫标

注为“医用卫生巾”，误导消费者。这种行为不仅混淆了产品的

性质，还可能对女性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点要 示提

□本报记者 陈伦双 张博
通讯员 刘禾

成本仅 40元的劣质油漆，装进知名品牌的
油漆桶后，便摇身一变成为大牌，“身价”飞升。4年多时间里，姜某发展多名下家，伙同张某将
假冒伪劣油漆销往川渝两地。经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分
别判处姜某、张某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 15万元至 3万元不等。案涉其
他 19名售假下家已被另案处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警察同志，这桶多乐士漆有问题！”2023 年 2 月，沙坪坝区公安分局接到消费者举报。经
查，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找到了劣质油漆的生产厂家，以及厂主姜某和工人张某。

自 2020 年 7 月起，姜某便在网上购买多乐士等知名油漆品牌的包装桶，并伙同张某将自
己生产的劣质油漆装入知名品牌的油漆桶内伪装成名牌对外销售。为了提升销售量，姜某
还将自己的多名亲友发展为售假下家，他们从姜某处拿货后将成本仅 40 元的劣质油漆以正
品的 7折甚至更优惠的价格对外售卖，销往川渝两地的周边市场。

2024 年 9 月，经过一年多的摸排，川渝两地公安机关同时行动，将姜某、张某及多名售假
下家抓获归案。公安民警在姜某的厂房和库房查获假冒品牌油漆成品百余桶，假冒品牌油
漆空桶及桶盖近千套。到案后，张某承认了生产假冒知名品牌油漆的事实，但姜某拒不认
罪。由于案件时间跨度较大，部分物证灭失，且涉案人员较多，存在相互包庇的情形，案件侦
办遭遇瓶颈，沙坪坝区检察院依法介入该案。

为了厘清姜某的资金往来，准确认定售假金额，承办检察官向公安机关提出 20 余条侦查
意见，积极引导公安机关核查姜某 3 个微信号内的聊天记录、交易记录、收付款流水等证据，
并将其与正品、假冒品的单价分别进行对比，追踪售假下家，固定证据。经查，公安机关初步
认定售假金额为 12.7万余元。

2024年 10月，沙坪坝区检察院依法对姜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今年 1月，公安机关将姜某、
张某二人移送沙坪坝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姜某承认了售假的犯罪事实，但仍
不承认其售假金额，辩称自己销售的油漆为真假混卖，认定的售假金额大多是销售正品的金额。

为进一步夯实证据，承办检察官再次梳理了姜某与售假下家的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结
合言辞证据交叉验证，并协调审计部门重点审计交易价格明显低于正常价格的交易记录，经
过逐一核查，最终认定姜某的售假金额为 26.9万余元。

与此同时，经与被侵权企业法定代理人沟通联系，检察官还在被侵权企业的售假数据库
里发现了姜某在其他地区售卖假油漆的记录。随后，承办检察官将从企业处获取的相关信
息交由公安机关进行数据碰撞，并分析由此产生的重合数据、交叉数据，结合姜某持有的 3 个
售假微信号往来信息、银行流水等证据，确认了姜某的多笔售假事实，从而推翻姜某的辩
解。最终，面对扎实的客观证据，姜某自愿认罪认罚，并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

今年 1月 15日，该院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姜某、张某提起公诉，并对二人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姜某与被侵权企业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姜某向企业支付赔
偿款 20万元。因张某只是受姜某指示进行生产作业，系从犯，且经济条件有限，没有实际赔偿
能力，被侵权企业主动放弃了对张某的民事追偿。今年 3月 28日，法院审理后作出上述判决。

廉价油漆“变脸”大牌
重庆沙坪坝：夯实证据精准认定售假犯罪

本报讯（通讯员 朱 玮 婷 赵 晓
亚） 通 过 硬 件 改 造 、软 件 破 解 等 手
段，把普通手机改装成窃密工具，在
网上销售。经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检
察院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非法销
售窃照专用器材罪判处被告人谢某有
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1000 元。

谢某是某大专院校计算机专业的
在校学生。2023 年 10 月，谢某偶然
在网上看到有人贩卖具有偷录功能的

手机，觉得销量还不错，便购买了二
手 手 机 、 排 线 等 ， 准 备 “ 大 赚 一
笔”。谢某利用所学专业知识，将手
机原有的前置摄像头拆下装入侧面耳
机孔内，并安装熄屏录像软件，在网
上售卖。

2024 年 1 月，家住海门区的居民
盛某因怀疑他人打牌出老千，遂购买
了该款设备准备偷拍打牌过程。收到
快递后，盛某意识到偷拍行为违法，
便将快递上交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发

现 该 款 改 装 手 机 疑 似 为 窃 照 专 用 器
材，立即对该案立案调查。

公安干警通过卖家账号的注册手
机号确定犯罪嫌疑人谢某后，随即前
往谢某所在学校将其抓获，并在谢某
宿舍查获一部改装完成的手机及若干
改装工具。谢某对自己非法销售改装
手机的行为供认不讳。经查，谢某非
法获利 3000 余元。

2024 年 10 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
送海门区检察院审查起诉。为全面查

清窃照设备销售情况，承办检察官积
极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
又查找到另外 3 名购买人，并对 3 人购
买器材的用途、使用情况进行核查了
解。经调查，其中一名购买人用该改
装设备进行违法活动，偷拍他人隐私，
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查明案件事实后，今年 1 月，海门区检
察院以涉嫌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罪
对谢某提起公诉。日前，法院经审理
作出上述判决。

手机耳机孔暗藏摄像头
一大学生改装二手手机牟利，被判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罪

□何慧敏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
名消费者通过互联网问诊，

在河北石家庄普泽中医院购买了治疗失眠的中药饮片，经两家
机构检测，均含有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地西泮，长期服
用有成瘾性。5 月 19 日，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开
通报称，已对涉事医院进行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
规进行处置。

治疗失眠的中药饮片却兑入副作用较强的国家管制精神药
物，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掺杂”事件，更是影响患者生命健康，挑战
中医药安全和规范性的大事。必须尽快查清，还公众一个真相。

在中药里非法添加西药，这并非个案，有三个问题是调查
的重点。第一，违规添加精神药品是否属实？责任人该负什么
责任？地西泮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控，长期或过量使用此
类药物可能导致依赖性和成瘾性。更何况，随意在中药饮片中
添加西药，会不会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有无致命危险？未经
科学的实验，谁都不能保证不会发生最坏的结果。根据我国药
品管理法和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所含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
定的成分不符的药品属于假药。医疗机构涉嫌生产、销售假药
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医疗机构制
剂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中医院持有精神药品是否合规？我国药品管理法实
施条例规定，医疗机构购进药品，必须有真实、完整的药品购
进记录。地西泮这种第二类精神药品，按规定，零售企业应当
凭执业医师出具的处方，按规定剂量销售，超剂量或者无处方
的严禁销售。中医院购入管制药品是否符合规定，有无处方等
采购依据？

第三，不合格的中药为何能堂而皇之售卖？根据 《医院中
药饮片管理规范》，医院对所购的中药饮片，应当按照标准和规
范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不得入库或者销毁。这种掺杂的中
药是如何经过医院的验收管理，出现在互联网销售平台的？中
医院是否严格执行了相关验收、管理程序？

长期以来，部分病患选择中药而非西药，就是看中了中药
源自天然动植物、较为温和的调理功能。偷下西药以强药效的
做法，不仅有悖医德，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还会破坏中医药声誉，损害人们对中医的信任。

患 者 的 生 命 健 康 不 是 儿 戏，中 医 药 绝 不 容“乱 掺 ”“兑
水”！希望相关部门尽快调查，厘清真相，如果涉事医院及相关
责任人的违法违规行为属实，必须予以严惩。

同类问题也暴露出中医药监管不到位，医疗机构原材料供应
链、药品调配、验收复核等管理还存在混乱现象。严惩违法者，自
然可以起到震慑作用；但更须严把药品安全关，将预防功夫做足。
要堵住监管漏洞，进一步完善中药全流程追溯系统，健全采购、验
收工作制度，坚决杜绝不合格中药流入市场。监管越有力，行业越
健康，中医药才能真正成为老百姓心中的放心药、安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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