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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样品增塑剂超标200倍

在福建省质检院和宁波市质检
院，两地的专家正在对三类产品首
次共同进行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
测。这三类产品分别是球类、球拍
和跳绳，目前中小学生使用的频率
非常高。

检测人员想了解的是，当学生
们在拿着球拍打球、握着绳柄跳绳
的时候，皮肤和体育用品的长时间
接触，会不会产生健康风险？为了
数据尽可能全面客观，此次风险监
测共采样112批次样品，覆盖高、
中、低三档价位，采样渠道涉及线
下的大型商超、批发市场、运动用
品店和零售店，以及线上主要的电
商平台。

与此同时，记者也对学生体育
用品的消费使用状况作了进一步调
查。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
体育用品生产国，大部分学生体育
用品生产企业集中在浙江、广东、福
建、江苏。

在检测中心，记者看到了这样
一组风险监测数据，采集的112批
次学生体育用品中有30批次产品
不符合参考标准要求，不符合率为
26.8%。球拍产品的不符合率最
高，不符合率60.6%，不符合项目为
增塑剂；其次是跳绳，不符合率为
17.5%，不符合项目主要是增塑剂；
球类产品的不符合率为7.8%，不符
合项目还是增塑剂。

也就是说样品中超过四分之一
的产品增塑剂含量超过参考标准，
部分样品增塑剂含量超过参考标准
限值200倍。

长期摄入影响生长发育

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超标对
于人体的影响，尤其是青少年的影
响究竟有哪些呢？专家告诉记者，
有研究发现，儿童的发育异常与体
内邻苯二甲酸酯含量有关联。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职
业危害评价科主任王永伟表示，研
究表明长期增塑剂摄入，对于男生
就会产生类似于雌激素的作用，就
会有一些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女生
会提前发育，早熟的一些现象也会
产生。

增塑剂也被称为塑化剂，在全
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也有近百年
的历史了，其中八成为邻苯二甲酸
酯类的增塑剂，因为它可以增加塑
料的柔韧伸展性被大量用于塑料制
品。而这次风险监测之所以在部分
跳绳、球拍、球类样品中发现增塑剂
超过参考标准要求，就是因为生产
过程中也有使用。

福建省质检院高级工程师周秀
华介绍，球拍上缠绕手胶是为了在
运动时起到缓冲和避震作用，部分
生产企业为了增加手胶的柔韧性和

弹性，便于手胶更好地缠绕到球拍
手柄上，可能在生产过程中超量添
加增塑剂。

目前研究已经证实，邻苯二甲
酸酯类的增塑剂可以经口腔摄入、
呼吸道吸入和皮肤渗入这三个途径
进入人体，被认为是人类自己生产
制造的产量最大的环境雌激素之
一，已经陆续被世界各国列为优先
控制污染物。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中小学
生在每天的运动中，皮肤直接接
触球拍、跳绳和球类的时间超过
30分钟的比例较高，如果长期使
用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超过参
考标准的体育产品，就会存在健
康风险。

我国国家标准，早已明确邻苯
二甲酸酯类增塑剂不是食品原料或
食品添加剂。另外像童装童鞋、玩
具、儿童家具等儿童用品，以及彩画
颜料、蜡笔、书包等学生用品的相关
国家标准中，也对邻苯二甲酸酯类
增塑剂有明确的限量要求，限量值
与欧盟现行标准一致。

但记者发现，现行的标准中还
没有对球类、跳绳等学生体育产品
中的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作出限
量要求。据了解，目前已经发现了
性能优良、可以做到无毒安全的替
代物。

体育用品怎么用更安全

针对学生体育用品发现的问
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
采取后续的处置措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监
督司安全评估处一级调研员王娜
说，根据本次风险监测结果，市场监
管部门已向相关企业发放风险告知
书，要求及时采取整改措施，并适时
组织开展跟踪监测，组织技术机构
帮助企业深入查找原因，提出改进
措施和解决方案，促进行业质量水
平提高。

近日，全国体育用品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发布了《跳绳》国家标
准草案稿，专门对跳绳中邻苯二
甲酸酯类增塑剂含量进行了限量
要求。征求意见稿有望近期公开
征求意见。而针对本次风险监测
结果，专家建议消费者在购买产
品时要在正规销售渠道购买正规
品牌，并要检查产品的标志、标识
是否齐全。

宁波市质检院国家文教用品检
测中心副主任田旭玲说，在购买跳
绳、球拍等产品的时候，最好用手触
摸一下手柄的把握部位，不要购买
材质过于柔软的产品，也不建议购
买颜色过于鲜艳和图案过于丰富的
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可能含有超范
围和超量的有害化学物质。家长也
要监督儿童、学生在使用完球拍、跳
绳、球类等产品后洗手。

球拍跳绳增塑剂超标
中小学生如何选购

近两年，一个原本陌生的词汇
逐渐为大众熟知，这就是增塑剂，也
叫塑化剂。大量实验表明，长期过

量接触增塑剂，会干扰人体内分泌，影响青少
年生殖健康和生长发育。

目前，对童装、童鞋、儿童玩具和儿童家具
等产品，国家标准对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的
含量作出了严格的限值要求。但记者发现，中
小学生经常使用的球拍、跳绳等体育用品，还
没有相关限值要求。那么这部分产品，会不会
存在我们还不知道的健康安全风险呢？

存在侧翻、摔伤风险
网红“骑行箱”有缺陷

当然，警惕未成年人用品带来化学风险的
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中的物理风险。

近两年市场出现了专门为孩子设计的骑行
箱，方便出行的同时又增加了趣味性，但是风险
监测发现，因为设计有缺陷，这种“网红产品”存
在一定的侧翻、摔伤风险。

每到假期，很多家长会带娃出门旅行，在火车
站、机场经常可以看到家长直接把孩子放在行李箱
上拖行，孩子玩得开心，同时也解放了家长的双手，
但是记者发现这样的行为经常会导致孩子受伤。

尽管孩子摔伤的情况时常发生，但还是会
有不少家长依然把孩子放在行李箱上推行，一
些生产厂家在这些现象里发现了商机，推出了
儿童骑行箱，声称儿童骑行安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因为儿童骑行箱既可以
作为旅行箱，也具备儿童乘骑功能，所以属于跨
界的新兴产品，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但
是这并不影响大量企业生产这种“网红产品”。
仅在这家电商平台上，儿童骑行箱相关的品牌就
超过了400个，不少商家网页宣传重点就是自家
产品的骑行功能，很多产品声称儿童骑行安全、
适合1到6岁的宝宝乘坐。那么这些儿童骑行箱
是否真的能够保证儿童骑行安全呢？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创伤骨科与
手外科主任陈跃平：儿童没有自我保护意识，一
旦摔伤就很容易造成脸、下巴、牙齿或者是手、
肘等部位的伤害，甚至引起骨折，会影响儿童的
安全感和以后日常出行的信心。

记者看到网上有不少消费者的投诉，这个
儿童骑行箱产品尽管声称“防侧翻”，消费者留
言却显示“太容易侧翻了，孩子磕到牙齿出血
了，37斤的孩子，一天摔好几次”。常见的质量
问题投诉主要还有轮子不灵活、拉杆有点单薄、
容易翻车、不是很稳定等。

就在不久前，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委
托，两家权威检测机构对儿童骑行箱产品首次
开展了风险监测。共采集33家生产企业的42
批次儿童骑行箱产品。

上海市质检院箱包实验室工程师陈雅华：
儿童骑行箱理论上应该也必须要有制动装置，
那么我们做风险监测的时候就发现相当一部分
的儿童骑行箱是没有制动装置的，就会有可能
在斜坡上因意外滑行造成摔伤。

专家指出，如果儿童骑行箱没有制动装置，
就可能导致视频中类似的情况发生。而这次风
险监测结果显示，制动装置不符合发现率为
76.9%。样品稳定性不符合发现率为76.2%。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长梁梅：首先是
这个产品设计上，专业上来讲就是设计缺陷，功能
上就是延展了，但是对产品的安全性和质量是没
有考虑，牵扯到儿童骑乘时候的安全，所以必须考

虑产品对儿童使用的安全性。
无论是学生体育用品，

还是儿童骑行箱这样的新兴
产品，相关标准滞后，绝不能
成为产品忽视安全的借口。
产品有标准时，生产企业要
严格按照标准生产，当产品
没有标准约束时，安全就应
该是产品最应遵守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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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正在对球类
产品进行产品质
量安全风险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