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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日用品 使用时有讲究
今年央视“3·15”晚会上，没有经过消毒的一次性内裤、被翻新的卫生巾和纸尿裤等一

次性日用品被曝光，涉案生产企业已接受监管部门调查。很多消费者意外又气愤：原以为
干净卫生的一次性用品，竟然有那么多问题。

事实上，除了央视已经曝光的案例，市场上常见的一次性用品还有不少“玄机”，有的
涉嫌用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有的要注意使用方式，否则会增加安全隐患。

一次性柔巾，“绵”“棉”有别

这两年，一次性洗脸巾、一次性浴巾在
市场上流行了起来。不少营销号宣传，传
统毛巾由于清洁不及时，容易滋生细菌；相
比之下，一次性使用的洗脸巾、浴巾等就没
有这样的隐患。于是，一次性柔巾成为很
多消费者的新选择。

可是，仔细的消费者发现，市售一次性
柔巾中，有的叫“绵柔巾”，有的叫“棉柔
巾”。两者摸上去手感差不多，但真的一样
吗？

当然不一样。专业人士解释，“绵柔”
和“棉柔”都不是规范的纤维名称，而是商
品名称。两者区别主要在纤维成分上。细
看绵柔巾的成分表，会发现主要纤维是以
聚酯纤维、粘胶纤维为代表的化学纤维；棉
柔巾的成分表中，以棉为代表的天然纤维
必须占大部分，还有部分产品为“100%棉”

“全棉”。
尤其要注意的是，如果产品标注为“植

物纤维”，也不等于“全天然”，更不等于“全
棉”。植物纤维以天然纤维为原料，经提炼
加工而成，仍属于化学纤维范畴。

在手感上，绵柔巾和棉柔巾差不多，但
从吸水性看，绵柔巾往往弱于棉柔巾，湿水
后的细腻度也不如棉柔巾。此外，部分绵
柔巾在加工时，会用到一些化学成分，最终
的成品含有化学残留。虽然符合国家标准
的残留不会影响人体健康，但对婴幼儿、敏
感肌肤人群来说，绵柔巾的使用体验会比
棉柔巾差一些。

之所以会有绵柔巾和棉柔巾的差异，
在于前者的原料成本通常低于后者。由于
没有规定禁止使用“绵柔”这一商品名，所
以部分商家会使用“绵柔”的概念，让消费
者以为产品使用的是天然纤维。

好在区分绵柔巾和棉柔巾并不复杂。
只要查看商品成分表，就能知道使用的是
全天然的纤维，还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纤

维。事实上，商品名为“绵柔巾”的产品，大
部分都用化学纤维生产。

一次性湿巾，消毒的未必好

一次性湿巾在生活中也很常见，在春
日踏青、外出旅行等场景下，以及对有婴幼
儿的家庭来说，更是必备品。但要注意的
是，一次性湿巾并非都能消毒杀菌，能消毒
灭菌的产品，也不一定能擦拭面部。

不论是哪种湿巾，水都是主要成分，能
起到稀释和溶解其他成分的作用。但不同
的一次性湿巾根据用途，可能添加消毒剂、
抗菌剂、香料等成分。

并非所有的湿巾都能杀菌消毒。比
如，有的湿巾只有最基本的湿润作用，不能
杀灭细菌病毒。有的消费者在外用餐时，
会用这类湿巾擦拭手部，作为应急的清洁
用品，殊不知它们只能去除一般的灰尘。
如果消费者手部有细菌，又直接用手拿食
物食用，依旧有病从口入的风险。

消毒湿巾添加的消毒成分也不一样。
有的是酒精，有的是苯扎氯铵，有的是季铵
盐类，还有的使用了提取自植物的抗菌
剂。通常，这类湿巾会在产品包装上标注
杀菌效果，消费者可以根据需求选择。

但需要注意的是，也不是说能消毒的
一次性湿巾就比不能消毒的好。消毒湿巾
所含的消毒成分虽然能有效灭菌，却对皮
肤有一定的刺激性，所以不建议敏感肌、婴
幼儿等使用添加消毒成分的湿巾。对普通
人来说，消毒湿巾的消毒成分也会对嘴部
皮肤、口腔黏膜等造成刺激，所以不建议用
来擦拭嘴部。

一次性容器，切勿反复使用

另一个容易因使用误区产生安全风险
的，是各种一次性容器，包括饮料瓶、餐盒、
预包装食品使用的塑料盒等。

符合国家标准的饮料瓶、外卖盒、预包
装食品塑料盒等都是安全的，但有前提条
件——装的是对应的产品。举例来说，常
见的矿泉水瓶、饮料瓶一般为PET（聚对苯
二甲酸乙二醇酯）材质。这种材质装水、饮
料没有问题，如果盛装其他液体，就可能会
因为液体性质变化而产生风险。

比如，用 PET 瓶盛放醋，由于醋的 pH
值较水、一般饮料等都低，可能会导致PET
瓶析出有害物质。再如，PET不耐高温，盛
装过热的食品会变形，并迁移出危害人体
健康的有害物质。可在生活中，有的消费
者会用PET瓶分装食用油，并放在炉灶周
围。高温环境会急剧加剧饮料瓶中有害物
质的迁移与扩散。

与饮料瓶相类似的还有各种一次性餐
盒、预包装食品盒等。正常使用时，它们都
是安全的。不过，由于材质不同，如果重复
使用，就有禁忌：有的不能盛放酸、碱性较
强的食物，有的不能放入微波炉加热，还有
的不适用于洗碗机等。

辨别不同材质的塑料容器，可以通过
容器上带有数字的三角形标志。比如，三
角形中是“1”，代表PET（聚对苯二甲酸乙
二醇酯）材质；“2”代表HDPE（高密度聚乙
烯），常见于包装瓶，通常不用于直接接触
食品；“5”代表PP（聚丙烯），是唯一可以放
进微波炉加热的塑料材质；“6”代表PS（聚
苯乙烯），常见于一次性塑料杯、快餐盒等，
耐热性差，不能用于微波炉加热，也不宜盛
装过热的食物和油脂含量高的食物。

很多消费者觉得，搞清楚这些数字不
容易。其实，想避免使用风险不一定要记
数字，只要记住不重复使用一次性容器即
可。因为一次性容器的材质选择是根据盛
装食品的特点和保质期确定的，重复使用
或移作他用，都可能增加风险。消费者如
果想环保，可以将它们投入可回收物垃圾
桶，进入正常的回收利用环节。

□解放日报记者 任翀

“一茶一叶一抹香，一人一篓采茶
忙。”时下，各地茶园迎来了春茶采摘黄金
期，与此同时，达城部分茶叶专门店的明
前茶也抢“鲜”上市，吸引品茶爱好者闻香
而动，品味这口“春天的味道”。

近日，记者走访达城部分茶叶专卖店
看到，龙井、碧螺春、蒙顶甘露等明前茶迎
来销售旺季。为此，记者采访了达州本地

茶园今年春茶的采摘情况。
天边才泛起鱼肚白，晨曦初破，位于

通川区碑庙镇锣鼓村的巴晓白茶园率先
被打破宁静，清晨6点整，采茶工人们已准
备就绪，开启了一天的劳作。

静谧的茶园在薄雾笼罩下宛如仙境，
蛰伏了整个冬天的茶树吐露新芽。采茶
工人们熟练地戴上草帽、挎上竹篓，分散

到茶树间，指尖在茶芽上轻轻一掐，鲜嫩
的茶芽便被采下。

“通常早上6点就开采，一直忙到晚上
7点。”在茶垄间忙碌的采茶工人吴丽平表
示，她每天能采4斤左右鲜叶。

“现在采摘的是头茬明前茶，采完后
要先摊青，然后进行杀青理条、初烘、复
烘、风选等，最终制成可以泡的茶叶。”制
茶的黄师傅表示，茶叶摘回后就要抓紧制
作，这样就能更好地保持茶叶的品质。

“我们这片茶园一共有1000多亩，每
到采摘的时候，都会招120余个采茶工同
时进行采摘，为的就是能及时摘下这份

‘鲜’。”据茶园负责人张德雷介绍，今年明
前茶采摘是从3月25日开始的，与往年相
比，由于气候原因，今年开采时间偏晚了
一周，一直要采摘到4月底。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在达川区龙会乡
张家山村的天禾茶场里，一行行茶树早已
抽芽吐绿，采茶工人也在加紧采收春茶。

据该茶场工作人员陈女士介绍，一周
期前就已经在采摘明前茶，采摘工人从早
上 6 点多就开采，到晚上 6 点才收工。茶
场目前拥有白茶、龙井多个品种，共2000
余亩，每天有近 300 人同时采摘，预计要
采摘到5月初。 □记者 郝富成

通川区碑庙镇锣鼓村巴晓白茶园春茶采摘通川区碑庙镇锣鼓村巴晓白茶园春茶采摘。。李平李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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