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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卖安安全全套套还还要要备备案案??没没听听说说！！””
全国一年用50亿只却良莠不齐，我省将用半年时间专项整治

“一开始不好意思到人多的地方
买，就找那种小店，后来害怕小店买
的质量有问题，就到大一点的超市或
者药店买。”说起购买安全套的经历，
26岁的孙宁有些腼腆。

随着人们性观念的开放和安全
意识的提升，安全套已成为很多适龄
男女的必需品。本来，作为避孕和预
防传染病的有效方式，安全套使用量
不断增加是件好事，可市场上鱼龙混
杂、良莠不齐的安全套存在很多不安
全。

记者调查发现，路边许多小商
店，甚至自动售货机等都售卖安全
套。在省城文化路附近一家售卖安全
套的小店，记者发现，该店只有工商
证件，而没有销售安全套的相关证
件。售卖的安全套有各种品牌，价格
也是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有的包装
上已落满尘土。

除了实体的店铺，网上售卖安全套
的店铺更是数不胜数。这些网店销售的
安全套品牌各异，价格也是千差万别，
从几元一盒到几百元一盒不等。近年
来，各地相关部门抽检显示，安全套的
合格率一直不高，并且破获了不少制售
假冒伪劣安全套的案件。

例如，去年江苏查获一个假冒安
全套制售窝点，所产217万盒假冒劣
质安全套流向江苏、山东、广东、江
西、河南、河北、北京等七个省市。湖
南破获的“4·23”非法制售安全套案
件，更是查获3000万盒左右的非法安
全套。

现状

安全套合格率

一直不高

我国每年要用50亿只安全套。为加强监管，自去年始国家要
求，售卖安全套需备案。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超市、成人用
品店、宾馆还是网店都在售卖，少有备案，质量更是优劣难辨。

16日，我省启动为期半年的医疗器械专项整治，将对公众关
注的美瞳、定制式义齿和使用量较大的安全套、体外诊断试剂、一
次性使用输注器具等五个医疗器械产品进行重点整治。

整治

市民可拨12331

举报伪劣产品

“从今天开始，全省开展为期半年的
医疗器械专项整治行动，其中包括对安全
套进行专项整治。”16日，省食药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据介绍，从2014年开始，国家食药监
局要求，售卖安全套需要到相关部门备
案。未依照规定备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向社会公告未备案单
位和产品名称，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售卖安全套的
店铺、宾馆等，大都没有进行相关备案。

“备案？没听说啊！”当被问及此事，一家
售卖安全套的小店的老板有些惊愕。

据悉，安全套作为二类医疗器械，
本来需要办理经营许可，2005年，国家
相关部门公布了部分无需办理经营许
可的二类医疗器械，其中就包括安全
套。从那时起，便利店、百货店、超市、酒
店等，只要所经营产品的包装、标识和
使用说明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符合工
商部门规定的经营范围，便可以摆上柜
台出售。

2014年颁布的《医疗器械经营监督
管理办法》，进一步放宽经营许可范围，
规定所有二类医疗器械无需办理经营
许可，只需备案管理。

省食药监局有关人士也坦承，目前
很多经营者没有进行备案。若市民发现
问题产品可拨打12331举报，一经查实，
举报者还能获得现金奖励。据介绍，在
生产环节，我省有8家安全套生产厂家，
我省还将检查生产厂家是否有降低生
产条件、擅改标准等行为。

调查 有关安全套的投诉几乎没有
“我上次在网上买了盒安全套，比实

体店便宜一半多，可后来发现有个洞，气
死我了。”说起伪劣安全套，网友“火星来
客”说，“上次的意外，很可能就和这假冒
安全套有关。这些黑心商人，真可恨。”

疾控专家介绍，如果人们有使用安
全套的意识了，但使用的是劣质的，可能
危害更大。因为使用安全套后，人们可能
会放松意识，性行为更加开放。此外，伪
劣安全套使用橡胶原料来源无法保证，
黑作坊生产条件差，生产出来的产品可
能会带有病菌，直接造成感染。

中国艾滋病患者数量累计已突破80
万，其中80%以上艾滋病传播途径是性
行为，安全套的普及使用和市场规范已
经刻不容缓。据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统计，目前，中国的安全套使用适龄
人群接近7亿人，常用消费人群9000万，
中国人每年使用安全套近50亿只。

与伪劣安全套泛滥相比，消费者的
投诉却十分少见。记者从我省消费者协
会等相关部门了解到，有关安全套的投
诉几乎没有。“很多消费者买了伪劣的安
全套，也不好意思投诉。”一医生分析。

本报记者 李钢 实习生 徐宁 来慧

省城街边售卖安全套的店铺。本报记者 李钢 实习生 徐宁 摄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