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次突击检查之前， 上海
市质监局就已发布过 “口罩产品
质量安全风险预警 ”。 ３月９日 ，
上海市质监局公开披露， 依据工
业口罩标准、 纺织品安全技术规
范等， 风险监测共采集的６９批次
样品中５４批次不符合标准， 占比
超过７８％； ２２批次纺织品口罩的
面料或里料的ｐＨ值超出参考值
范围， 占比超过３１％。

事实上， 市面上不少口罩都
标注了过滤效率 ， 大多宣称在
９０％以上， 但是从目前公开检测
结果来看， 能达到宣称效率的口
罩并不多。

上海市质监局在监测中发
现，一些口罩过滤效率低于１０％，
既有药店的又有网购的产品。最
低的过滤效率仅１．１％， 是广州市
冠桦劳保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一
款型号为Ｍ－６８００的舒适口罩。

公开资料显示， 多个口罩品

牌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 记者在
北京市工商局网站查询发现，曾
被媒体曝光的“九头鹰”ＰＭ２．５口
罩，就在２０１４年７月因虚假宣传被
罚款10万元。 上海市工商局２０１５
年３月公布，健怡牌ＰＭ２．５专业防
护口罩在产品外包装上宣称 “微
滤技术升级版， 有效阻隔空气中
ＰＭ２．５颗粒， 过滤率达９９％以上，
有效阻隔空气中病毒， 病毒过滤
率达到９９．９％”， 而实际检验的结
果未达到广告宣称， 构成虚假宣
传， 被罚款１０万元。

除了防霾效果问题， 口罩使
用的纺织品质量也可能未达国家
标准。 一位口罩生产商介绍， 一
些生产企业对纺织品原料没有质
量把关 ， 导致面料甲醛含量 、
ＰＨ值过高等 。 由于人体皮肤呈
弱酸性， 产品ＰＨ值如果与人体
皮肤相差太大， 会产生刺激， 引
起皮肤过敏或诱发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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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三无”车，为何频现街头？
———代步车市场乱象调查

有口罩过滤效率仅为1％
防雾霾口罩市场乱象丛生

近日， 上海雾霾锁城。 ３月１９日， 上海市质监
局执法总队根据举报线索， 对某网店仓库开展执法
检查。 经现场检查， 执法人员发现其口罩产品涉嫌
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共计３个型号４００余件。 ２０日，
上海市质监局执法总队又突击检查桃浦路光彩市
场， 仅从两家店铺内就发现伪劣口罩１０００余只， 大
量口罩涉嫌假冒３Ｍ、 朝美等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 防霾口罩不仅品牌众多， 且价
格悬殊， 最便宜的仅四五毛钱， 最贵的则达数百
元。 目前， 民用口罩没有国家标准， 名目繁多的口
罩真的能吸附ＰＭ２．５吗？

据业内人士透露 ， 我 国 首
个 民 用 口 罩 国 家 标 准 《 日 常
防 护 型 口 罩 技 术 规 范 》 已 基
本 讨 论 并 征 求 意 见 完 毕 ， 预
计将于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发布 。 杨
文 芬 说 ， 新 国 标 将 不 再 使 用
过 滤 效 率 作 为 口 罩 的 主 要 评
价 指 标 ， 而 采 用 “防护效果 ”
这一全新的综合评价体系， 保障
口罩在使用过程中过滤后的空气
能达到优良标准 （ＰＭ２．５在７５以
下）。

新国标中还将加入甲醛、 荧
光剂 、 ＰＨ值 、 微生物等安全性
指标， 保障接触皮肤部分的纺织

品安全。 “这些安全性指标， 过
去在工业口罩中不存在， 出台后
企业会按照新标准来生产 。” 赵
丹青说。

多位业内人士介绍， 口罩是
通过滤除颗粒物达到净化效果，
但其过滤效果与舒适度、 透气性
往往难以两全， 因此新国标将口
罩防护等级分为多级 ， 适用重
度、 中度污染等不同环境， 方便
消费者自行选择。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秘书长李桂梅表示， 现在不少防
霾口罩都在炒一些概念。 口罩的
核心成本主要是滤层———决定过

滤效能； 此外是款式设计， 决定
舒适度以及与脸部的贴合程度。
“防霾口罩的核心就是平衡过滤
效果和舒适度。 如果没有特别的
工艺， 一次性的口罩卖几十元有
点过了。”

３Ｍ公司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虽然公司近年在口罩产品上加强
了防伪措施， 与政府部门及淘宝
合作， 对制造及销售 ３Ｍ假货的
侵 权 人 进 行 了 持 续 打 击 ， 但
还是建议尽量从公司授权的正
规渠道和经销商处购买口罩产
品。

据新华社

“口罩过滤率低有两个原因，
一是口罩品牌鱼龙混杂、 质量参
差 ， 二是民用口罩缺少国标 。”
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 （北京） 主任杨文芬介绍，
目前市场上比较常见的ＫＮ９５型
口罩所遵循的国标是 《呼吸防护
用品———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
吸器 》 （ＧＢ２６２６－２００６）。 但这
并不属于面向公众口罩的标准，
而是工业口罩标准。

据 介 绍 ， 这 类 口 罩 对 比
ＰＭ２．５更小的颗粒都有很高的过
滤效率， 但由于强调密封性， 因
此降低了透气性。 国家劳动保护
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监督建设
的实验室多次实验表明， 在人造
雾霾环境下， 成年人佩戴ＫＮ９５

型口罩正常步行一段时间后， 虽
然过滤效果出色， 但是血氧含量
会有所下降， 有些人可能感觉头
晕胸闷。

除了标准问题， 假货泛滥也
是防雾霾口罩的 “硬伤”。 记者
发现， 不少消费者选择在电商上
购买口罩， 但很多网店销售的却
是 “山寨货”。 在电商平台上搜
索发现， ３Ｍ口罩的采购量不小，
外观看起来也几乎一样， 可价格
差异很大。 例如， 一款在３Ｍ官
方旗舰店售价为 ７．５元的口罩 ，
在不少电商平台上报价才２元。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上海海关连续
查获两批出口境外的假冒 “３Ｍ”
品牌Ｎ９５口罩， 近１２万只。 这些
口罩工艺粗糙且采用劣质滤材，

不仅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还会对
身体产生危害。 ３Ｍ中国相关负
责人对记者表示， 通过消费者举
报和自行监测， 公司多次在电商
平台上发现假货。

“我们曾遇到一些企业 ， 除
了Ｌｏｇｏ使用自己的， 其他从包装
设计到产品样式， 甚至宣传页面
和商标都完全照搬我们的， 还有
企业直接在电商上宣称可以代为
加工我们的口罩。” 民用口罩标
准制定单位之一、 绿盾口罩生产
企业康纶纤维董事长赵丹青说，
有些口罩滤片零售价才几毛钱，
连成本都达不到 ， 过 滤 效 果 可
想 而 知 。 他 还 曾 经 遇 到 过 几
分 钱 的 口 罩 ， 有 些 甚 至 连 滤
材都没有。

多个品牌因虚假宣传被处罚

工业口罩国标 “跨界” 使用， 网店造假有时 “只换Ｌｏｇｏ”

新国标预计近期出台， “防护效果” 将替代过滤效率

“三无” 代步车市场热销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安徽大

市场内， 一家名为 “凯一路” 的
电动车销售门店门口， 摆放着各
色车身的三轮、 四轮代步车， 其
中三轮的一款售价６８００元， 四轮
的一款售价８０００多元， “这两款
销量好 ， 一个月能卖几十辆 。”
店员说。

“不用上牌 ， 不用考驾照 ，
不用买保险， 车子付了钱就能开
上路 。” 据该店销售人员介绍 ，
店内的代步车速度最快可以达到
每小时４０公里。 “不用买保险，
不过你放心， 这种车速度很慢，
属于非机动车， 如果发生了磕磕
碰碰 ， 交警不会找你麻烦的 。”
这位店员说。

放学时间， 在江西省南昌五
中门口， 几辆颜色鲜艳的老年代
步车格外显眼。 一名老人告诉记
者： “买这车就是为了接孙子上
学放学的， 我年纪大了， 没法考
驾照。 有了这种代步车， 还是挺
方便的。”

据了解， 真正的老年代步车
实则为一种医疗器械， 车速基本
控制在每小时１０公里之内， 以速
度低、 刹车灵、 安全可靠、 方便
为标准， 且不能在机动车道上行
驶。

但记者在各地采访中发现 ，
全国多地市区道路上出现的老年
代步车， 速度多在每小时４０至５０
公里， 价格从５０００元至６万元不
等。 商家常以不需要任何驾驶资
质、 不需要担心道路交通违法处
罚为卖点来销售。

那么市场上 “三无” 的老年
代步车是否真的安全呢？

据北京市交管局统计 ， 从
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北京市涉
及代步车的交通事故已发生７５７
起， 伤８５８人， 死亡１３６人。

２０１４年， 安徽省一位残疾老
人驾驶“温心”牌四轮助残代步车
发生交通事故， 老人与妻子在事
故中死亡。 司法鉴定指出涉案车
辆不属于残疾人专用汽车， 而属
于机动车。 厂家生产“温心”牌四
轮助残代步车并未获得国家关于
生产机动车的公告许可。目前，死
者家属已将生产厂商告上法庭。

莫衷一是的 “身份”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老年代

步车究竟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
车， 各方说法不一。

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机构
负责人许一卿介绍， 在一般情况
下， 都是代步车在道路上发生了

交通事故后， 由交警委托鉴定中
心做鉴定， “目前我们接到的这
类鉴定并不算多， 但几乎每次鉴
定结果都是机动车。”

合肥市协警李平坦言， 在路
上看到这种不上牌、 没驾照到处
乱窜的代步车 “头都疼”。 他表
示， 交警往往会将其看作非机动
车不予处理。

合肥工业大学新能源汽车工
程研究院教师吉祥表示 ， 根据
《新建纯电动乘用车企业管理规
定》， 产品应符合双一百 （最大
续航里程１００公里， 最高时速大
于１００公里） 要求。 “而当下这
些路上跑的低速电动车显然无法
达到这些要求， 因此我认为代步
车不属于机动车。”

此外，由于监管空白，一些小
作坊“鱼目混珠”，粗制滥造老年
代步车。记者调查发现，江西省也
有多家代步车生产企业， 但江西
省质监局接受采访时表示， 该省

质监部门从未给任何企业发过有
关代步车的生产许可证。

既正视社会需求也完善
标准及法规

由于各部门对老年代步车的
定义不同， 导致其从生产到上路
行驶 ， 都成了监管的 “灰色地
带”。 面对这种情况， 业内人士
呼吁正视老年人、 残疾人的相关
需求并给予正确引导， 同时尽快
完善相关标准及法律法规。

“代步车有客观的市场需要，
很难一禁了之。” 吉祥认为， 在
三四线以下城市及乡镇农村， 由
于交通没有大中型城市发达， 廉
价的 “老年代步车” 可以给中低
收入人群、 老年人群体、 残疾人
群体带来诸多便利， 这部分市场
需求不容忽视。

全国人大代表、 陕西法士特
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首席
培训师曹晶认为， 对于代步车等

低速电动车， 我国应出台国家技
术标准以规范产品设计、 生产制
造过程， 同时也便于企业加强质
量监管， 改进提升产品品质。

吉祥建议， 地方政府应当完
善交通法规， 制定代步车等低速
电动车的路面管理政策， 并且驾
驶员也需持有驾照。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
蒋苏华建议， 各监管部门要明确
责任划分， 杜绝监管的 “灰色地
带”， 避免出现执法不严、 违法
不究等失责行为。 并且坚决取缔
质量低劣、 安全性能差的小型电
动汽车生产经营企业。

与此同时， 消费维权方面的
工作也需进一步增强。 根据新消
法规定的公益性职责， 中消协将
从支持安徽消费者提出诉讼的个
案入手 ， 展开对代步车市场情
况、 质量问题、 安全隐患、 社会
管理等调查及维权工作， 以消除
安全隐患。 据新华社

外形小巧时尚的代步车如今在不少城市道路中频频出现， 虽然给不少人带来了便利， 却也因无牌照、 无驾
照、 无保险成为 “安全陷阱”。 记者在北京、 江西、 安徽等地采访了解到， 打着助残、 助老名义出现的老年代步
车已成为全国性的消费维权问题。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表示， “三无” 代步车不能成为 “三不管” 的法外产品， 中消协将从支持消费者诉讼入
手， 启动对代步车问题的维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