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药品部分
序号 事项 危害及表现 鉴别及预防

1 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 容易形成药物的依赖性,睡眠质量差、噩梦；记忆力衰减、性格变化；高剂量的服用还会对心脑血管造成伤害。 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

2 服用无药品批准文号的产品 未经注册批准，安全性可能存在问题，质量难以保障。购买到未经批准生产的假药，贻误病情，甚至危及生命。
购买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正式批准，具有国药准字的药品；对购买的药品可以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网
站进行数据查询，辨别批准文号的真伪。

3 自行使用国外代购药品
未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安全性存在问题。人种不同，对用药剂量、给药的方法、途径、疗程不明确，一旦使用用
者发生不良反应，医生可能无法及时采取救助措施；代购来的产品全是外文，普通消费者无从辨别真伪，不排除一
些卖家会用一些国内外造的“三无”品来冒充真品销售。

尽量不要选择国外代购

4 使用未经批准的医院自制制剂 未经注册批准，安全性可能存在问题，质量难以保障，购买到未经批准生产的假药，贻误病情，甚至危及生命。 购买经批准的医疗机构制剂

5 服用回收药品 回收药品真伪、质量无法保证。回收药品可能存在质量问题，使用后可能贻误病情，甚至危及生命。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合法药品

6 成人感冒药给孩子吃 多数感冒药含有金刚烷胺和伪麻黄碱，对中枢神经发育有影响作用。 儿童不能服用成人感冒药，选择适合儿童服用的药物

7 几种感冒药同服 成分可能会出现重叠，严重时可能影响到肝、肾功能。 药物种类选择不能太多，一般情况下吃一种即可

8
服用与药品包装相似、与药品同名或者名称相
仿、宣传功能主治的非药品类产品

非药品冒充药品，安全性存在问题。购买到未经批准的产品，不能起到治病效果，贻误病情贻误病情。 购买具有国药准字的药品

9 服用自药店购买的医院制剂
医疗机构制剂仅限医疗机构使用，药店非法销售的医院制剂来源渠道不详，有可能为假冒的，质量难以保证，可能

无法起到治病效果，贻误病情。
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医院制剂，自医疗机构购买。

10 网购标识为科学院、研究所的制剂 多为未经批准的产品，质量无法保证，安全性、质量可控性均不能保证，可能贻误病情甚至危及生命。 购买具有国药准字的药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

11 家庭自行使用达不到药品标准要求浓度的氧气 氧气浓度不够，不能达到疗效。 使用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医用氧。

12 自行使用工业氧代替医用氧 工业氧含有有毒有害气体，吸入对身体产生未知的危害，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 使用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医用氧。

13 使用变质的、被污染的药品 有效成分发生变化，可能会带来有害成分，有效成分或者有害物质不明，贻误病情甚至带来毒副作用。 服药前查看药物的外观，如有变质或污染的，不再服用

14 不经医生指导，自行长期服用中药 是药三分毒，中药也有毒副作用，特别是一些中药本身就有较强的毒性，可能引起肝肾功能的损害。 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

15 乱服补药（人参等） 滋补药虽有一定功效，但如果不对症而吃，也会产生一定副作用达不到进补效果，甚至适得其反。 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使用

16 超过有效期药品
其内在质量可能发生变化：有效成分含量降低，有害物质增加。可能没有应有的疗效，毒副作用增加。鉴别：药品包

装标示有效期已过期。

生产经营者：药品包装上要明示生产日期、有效期等内容。消费者：应查看药品包装上标注的生产日期、有效期，

药品只能在有效期内使用。

17 未按规定条件储存药品 缩短药品应有的有效期，有效成分含量可能降低，有害物质可能增加。可能没有应有的疗效，毒副作用增加。
生产经营者：药品包装上明示温湿度保存条件。消费者：按温度要求保存，常温10℃～30℃；阴凉20℃以下；冷藏
2℃～10℃。药品一般保存湿度在35-75%环境下，避光通风。

18 长期不清理的家庭小药箱
部分药品过期失效；部分药品因储存不当物理性状或化学成分可能发生变化。可能拿错、误服药品，对人体造成危

害。

生产经营者：保证药品质量，建立定点回收药店。消费者：经常检查家庭小药箱里的药品是否过期，药品是否变

质。应将过期失效药品送到定点回收药店。

19 包装破损标识不完整、药品说明书丢失的药品 载有用法、用量、注意事项、禁忌症等内容不全，患者不能按说明书要求服用药品。达不到治疗效果，引发不良反应。。
生产经营者：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的文字表述应当科学、规范、准确，文字应当清晰易辨，标识应当清楚醒目。消费

者：药品说明书要妥善放置，不要随手丢弃，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说明书

20 从非法网站购买的药品
网上销售药品为假劣药品流通的重要渠道，网上购药买卖双方不见面，所购药品质量难以保证。如购买到假劣药

品，会有经济损失，贻误病情。

生产经营者：正规的网上药房要取得《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在网站首页公布资格证书号，销售合法药

品。消费者：如需在网上购买药品，一定要上合法网站。不要轻易从综合性门户网站链接的网站以及通过搜索引

擎搜索的网站购买药品。

21 在集市购买的药品 多是游医药贩，所售产品自称祖传秘方，多为自行配制，质量没保障。购买到未经批准生产的假药，贻误病情。 生产经营者：禁止在集市上兜售药品。消费者：到合法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购买药品。

22 虚假广告宣传药品
利用地方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采取医生答疑、讲座，与听众互动的形式进行虚假广告宣传。虚假违法宣传药品疗效，

利用邮寄、物流等方式销售，隐蔽性、欺骗性强。

生产经营者：发布药品广告应经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不能虚假宣传。消费者：药品宣传按医嘱购买药品，

不要相信虚假广告宣传。

23 自行调快输液滴注速度
一般情况下，成年人输液速度为40-60滴／分钟。儿童的输液速度为20-40滴／分钟，老年人输液速度不应超过40滴
／分钟。输液速度过快，引发身体不适，易加重心脏负担，引起心衰或肺水肿等不良反应。

药品使用单位：对症下药，用药应遵循能口服就不打针（肌肉注射），能打针就不输液的原则。消费者：如在输液时
有心悸、心慌等现象，要及时向医生、护士报告，切不可自行调整或隐瞒，导致身体受损。

24 乱服止痛药
遇到疼痛后立即吃止痛药，易掩盖疾病本身的症状，延误针对病因的治疗。长期服用阿片类止痛药可能导致药物依

赖。过量服用止痛药还可能对心血管系统，及肝、肾功能造成损害。

药品经营使用单位：加强宣传力度，对症治疗，合理应用止痛药。消费者：服用止痛药须遵医嘱，把握适度原则。每

次服用止痛药的时间最好不超过三天，服用时若出现不良反应，应立即停药并求医。

25 服用过量维生素

人体对维生素的需求是有定量，摄入过量的维生素A可引起的中毒综合征，导致烦躁、头痛、呕吐、皮肤瘙痒、视物不

清、肝脏肿大。婴幼儿服用维生素A，长期服用5万-10万国际单位6个月左右可发生慢性中毒。除维生素A外，维生素

D过量会造成多脏器点状钙化和多尿；维生素E过多会导致出血倾向。

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在药品说明书中标明注意事项，对症治疗，合理应用维生素。消费者：不空腹服用维生

素，按需服用，服用维生素因人而异，应“适合”并“适度”。

26 长期口含润喉片
润喉片通常含有碘，虽然有良好的抗菌作用，但对口腔黏膜的刺激性也大，长期使用可能导致菌群失调而诱发口腔
溃疡。

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在药品说明书中标明注意事项，对症治疗，合理应用润喉片。消费者：将药片放于舌根部，尽尽
量贴近咽喉含服，不应咀嚼或吞咽，含药片时少说话。含完药片后30分钟内，最好不要吃东西、饮水和漱口。

27 创伤乱用创可贴

创可贴的吸水性及透气性较差，不利于脓液的吸收和引流，反而易滋生细菌。小而深的伤口容易遗留异物和被细菌

污染，尤其较易感染破伤风杆菌等厌氧菌，再贴上创可贴，会加重感染；动物咬伤、蜇伤时使用创可贴，毒汁和病菌

易在伤口内蓄积或扩散。

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在药品使用说明书中标明注意事项，生产经营使用合格的创可贴。消费者：使用创可贴

前应检查创伤面是否遗留玻璃屑、泥土等污物。如有污物，需先用清水或0 . 9%氯化钠溶液冲洗干净。创可贴要一

日更换1次，以防感染。

28 儿童过量补充钙片

0到6个月的婴儿每日需要钙摄入量需300-400毫克，1-4岁儿童每日需要600-800毫克，4-14岁每日800-1000毫克。

补钙过量，效果适得其反。儿童补钙过量，不仅会限制大脑发育，还可能导致身体浮肿、多汗、厌食、恶心、便秘、消消化

不良，严重的还容易引起高钙尿症。

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加强宣传力度，在药品说明书中标明剂量和注意事项，合理应用。消费者：儿童补钙应在

医生指导下进行。补钙应以食补为主，选择含钙量较高而又购买方便的食品，同时要与锻炼身体相结合。

29 新生儿乱用抗生素
新生儿特别是早产儿的肝功能发育不全，排泄能力差,大剂量服用氯霉素类药物，容易在体内蓄积。发生致命性毒

性反应(灰婴综合征)，严重导致耳聋。

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加强宣传力度，在药品说明书中标明适应症和禁忌注意事项，合理使用抗生素。消费者：

新生儿用药时要有谨慎的用药安全意识，切不可病急乱用药,或是单凭经验自行给孩子用药，要遵医嘱。

30
服用感冒药、抗过敏药、镇静催眠药等药品后开

车

一些感冒药、抗过敏药、镇静催眠药、抗偏头痛药，可引起驾驶员嗜睡；一些镇咳药、解热镇痛药、抗病毒药，能导致致

驾驶员出现眩晕或幻觉。可能引发车祸，危及造成自身和他人安全。

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加强宣传力度，在药品说明书中标明适应症和注意事项，合理使用感冒药、抗过敏药、镇

静催眠药等药品。消费者：对驾车有影响的药物应在开车前4小时慎用，或服用后休息6小时再开车。

31 中成药非法添加化学药品 虽然疗效明显，但长期使用会发生毒副作用，可能致患者发生耐药性，出现肝肾损害、过敏反应。
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禁止生产经营使用非法添加化学药物的中成药。消费者：提高自身素质，理性消费，应去
正规医疗机构就医，到合法药店购买中成药，不轻信广告和网络宣传。

三、医疗器械部分
序号 事项 危害及表现 鉴别及预防

1
无产品注册证、无合格证明、过期、失效、淘汰的

医疗器械
产品质量存在缺陷，检查、诊断结果不准确，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不到保障。

生产经营者：不准生产、经营无产品注册证，无合格证明、过期、失效、淘汰的医疗器械。消费者：不购买使用此类

产品。

2 夸大医疗器械性能及适用范围宣传 医疗器械到不到宣传的检查、诊断及治疗效果。
生产经营者：严格按照批准的产品性能及适用范围进行宣传，不准扩大。消费者：购买时注意查看其批准的产品

注册证登记表上面的相关信息，必要时可上网查询。

3 不符合产品安全技术要求的医疗器械 产品质量存在隐患、无法达到检查、诊断及治疗效果。
生产经营者：严格依照标准生产，未经检验合格严禁经营销售。消费者：购买时注意查看其所购产品的出厂检验

报告或其它合格证明文件。

4
未按照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标示要求运输、
贮存医疗器械

可能造成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失效致使检查、诊断（检验）结果不准确，以及影响治疗效果。 生产、经营及使用单位严格依照要求运输、贮存医疗器械。

5
未按照产品医疗器械说明书要求检查、检验、校

准、保养、维护医疗器械
无法确保医疗器械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造成检查、诊断结果不准确、影响治疗效果。 使用单位应严格按照医疗器械说明书要求定期检查、检验、校准、保养、维护医疗器械。

6 重复使用医疗器械的清洗质量不符合标准 直接影响医疗和护理质量，甚至患者的安危，对医院经济效益及社会形象产生严重影响。
使用单位要做好以下几点：1、选择适宜的清洗剂及清洗浓度清洗。2、控制清洗的时间、调节水的温度。3、将器械

关节打开，进行拆卸清洗。4、使用后立即初洗，并且尽快清洗。5、防止器械在清洁后被污染。

7 重复使用的医疗器械灭菌前包装有缺陷 直接影响无菌物品的终末质量，进而影响到医院的医护质量和患者的安危。
使用单位要做好以下几点：1、规范灭菌前的包装规程。2、加强岗位技能培训。3、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
4、实行科学化与人性化的管理。

8 重复使用的医疗器械灭菌有缺陷 直接影响无菌物品质量，进而影响到医院的医护质量和患者的安危。
使用单位要做好以下几点：1、严格执行《医院消毒技术规范》及医药的《可重复使用医疗器械灭菌制度》。2、对灭

菌效果进行确认。

四、保健食品部分

序号 事项 危害及表现 鉴别及预防

1 声称有降糖作用且降糖效果快速的保健食品
可能非法添加二甲双胍、格列苯脲等药物成分，服用后可导致所含药物成分超量使用，产生药物过量的毒副作用，

干扰正常治疗，加重或延误病情。

生产经营者：严格原料采购使用，不添加二甲双胍、格列苯脲等药物成分生产保健食品；消费者：1、认准保健食品

“小蓝帽”标志和批准文号，仔细察看包装、说明书内容。可登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2、选择正

规的商场、药店购买，并妥善保管购物发票；3、若服用后立即显效，应停止服用。

2 声称有降压作用且降压效果明显的保健食品
可能非法添加阿替洛尔、利血平、硝苯地平等药物成分，服用后可导致所含药物成分超量使用，产生药物过量的毒

副作用，干扰正常治疗，加重或延误病情。

生产经营者：严格原料采购使用，不添加阿替洛尔、利血平、硝苯地平等药物成分生产保健食品；消费者：1、认准

保健食品“小蓝帽”标志和批准文号，仔细察看包装、说明书内容。可登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

2、选择正规的商场、药店购买，并妥善保管购物发票；3、若服用后立即显效，应停止服用。

3 声称改善睡眠功能且快速见效的保健食品
可能非法添加地西泮、阿普唑仑、苯巴比妥等成分，服用后可导致所含药物成分超量使用，产生药物过量的毒副作

用，干扰正常治疗，加重或延误病情。

生产经营者：严格原料采购使用，不添加地西泮、阿普唑仑、苯巴比妥等药物成分生产保健食品；消费者：1、认准

保健食品“小蓝帽”标志和批准文号，仔细察看包装、说明书内容。可登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

2、选择正规的商场、药店购买，并妥善保管购物发票；3、若服用后立即显效，应停止服用。

4 声称抗疲劳功能且快速见效的保健食品
可能非法添加西地那非、他达拉非、伐地那非等成分，服用后可导致所含药物成分超量使用，产生药物过量的毒副

作用，干扰正常治疗，加重或延误病情。

生产经营者：严格原料采购使用，不添加西地那非、他达拉非、伐地那非等药物成分生产保健食品；消费者：1、认

准保健食品“小蓝帽”标志和批准文号，仔细察看包装、说明书内容。可登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

询；2、选择正规的商场、药店购买，并妥善保管购物发票；3、若服用后立即显效，应停止服用。

5 声称有减肥功能且快速见效的保健食品
可能非法添加西布曲明、酚酞等成分，服用后可导致所含药物成分超量使用，产生药物过量的毒副作用，干扰正常

治疗，加重或延误病情。

生产经营者：严格原料采购使用，不添加西布曲明、酚酞等药物成分生产保健食品；消费者：1、认准保健食品“小

蓝帽”标志和批准文号，仔细察看包装、说明书内容。可登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2、选择正规的

商场、药店购买，并妥善保管购物发票；3、若服用后立即显效，应停止服用。

6 冒充保健食品的食品 将普通食品制成片剂、胶囊剂等，并宣称功能，诱导消费者误认为是保健食品，实质无保健食品功能作用。
鉴别：普通食品无保健食品“小蓝帽”标志和保健食品批准文号。生产经营者：不将普通食品冒充保健食品；消费

者：认准保健食品“小蓝帽”标志和批准文号，可登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

7 未经批准生产的保健食品 可有“小蓝帽”标志和标识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但可能不含保健食品功效成分，无保健食品功能作用。 生产经营者：不生产销售未经批准的保健食品；消费者：登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进行查询。

8 各种方式夸大功效的保健食品
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或者健康讲座、义诊等方式，夸大产品功效，欺骗、诱导消费者购买，实质起不到治治

疗疾病的作用，贻误病情。

生产经营者：不以任何方式夸大保健食品功效；消费者：1、正确认识保健食品，切记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用来

治疗疾病；2、针对自己的身体情况，仔细查看产品标签内容，购买适合自己的产品。

9 标识对疾病有治疗作用的保健食品
标签中标识“功能主治”或“适应症”，含有“治疗”、“疗效”等词语，使消费者误认为该产品能治疗疾病，盲目购购买使

用，延误疾病的正常治疗。

生产经营者：严格标签标识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标识；消费者：正确认识保健食品，切记保健食品不是药品，

不能用来治疗疾病。

10 使用工业下脚料空心胶囊生产的保健食品 铬含量超标，长期大剂量服用，可过量摄入铬。 生产经营者：不使用工业下脚料空心胶囊生产保健食品；消费者：到正规的商场、药店购买，并妥善保管购物发票。

11 未标识“不适宜人群”含何首乌成分的保健食品 标签中未注明肝功能不全者、肝病家族史者为“不适宜人群”，造成误用，对身体产生损害。
生产经营者：严格标签标识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标识“不适应人群”和“注意事项”；消费者：1、购买时仔细查

看产品的包装标签内容，注意是否含有“何首乌”成分；2、登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

12 超过保质期的保健食品 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功效成分含量可能降低，无应有的保健作用
生产经营者：不销售超过保质期限的保健食品；消费者：购买保健食品时注意查看标识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避

免购买超过保质期限的保健食品。

五、化妆品部分

序号 事项 危害及表现 鉴别及预防

1 含禁用成分的育发类化妆品 非法添加米诺地尔及其盐和衍生物，长期使用可能产生刺激性皮炎，红肿、皮屑和灼痛等。

生产经营者：严格原料使用管理，不添加米诺地尔及其盐和衍生物生产育发类化妆品；消费者：1、到具有合法资

质的商场、化妆品专柜、连锁超市等正规渠道购买化妆品，并妥善保管购物发票；2、仔细察看包装标识内容，看清

特殊用途化妆品批准文号（卫妆特字或国妆特字）及产品成分，可登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3、

使用化妆品后出现皮肤过敏症状时，如红疹、发痒、发烫等，应立即停用，并去医院就诊。

2 含禁用成分的染发类化妆品 非法添加间苯二胺及其盐类，有致癌作用。

生产经营者：严格原料使用管理，不添加间苯二胺及其盐类生产染发类化妆品；消费者：1、到具有合法资质的商场、化

妆品专柜、连锁超市等正规渠道购买化妆品，并妥善保管购物发票；2、仔细察看包装标识内容，看清特殊用途化妆品

批准文号（卫妆特字或国妆特字）及产品成分，可登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3、染发前要做皮肤测试，

不要频繁染发；4、使用化妆品后出现皮肤过敏症状时，如红疹、发痒、发烫等，应立即停用，并去医院就诊。

3 宣称祛斑、美白且见效快的化妆品 可能添加氯化氨基汞，可造成皮肤色素脱失、皮肤刺激及肾脏损害。

生产经营者：严格原料使用管理，不添加禁用成分生产化妆品；消费者：1、到具有合法资质的商场、化妆品专柜、连锁
超市等正规渠道购买化妆品，并妥善保管购物发票；2、仔细察看包装标识内容，看清特殊用途化妆品批准文号（卫妆
特字或国妆特字）及产品成分，可登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3、使用化妆品后出现皮肤过敏症状时，
如红疹、发痒、发烫等，应立即停用，并去医院就诊。可能添加氢醌，长期使用可能致皮肤色素脱失，甚至引起外源性性白
斑病等病症；可能添加铅及其化合物，长期使用会出现黑斑加重、粉刺（痘）、脱皮、色素沉淀等症状，还会影响造血血系
统、神经系统、肾脏、胃肠道、免疫与内分泌系统等。可能添加苯酚，对皮肤、粘膜有腐蚀作用，可致皮炎。可能添加加砷及
其化合物，长期使用含砷高的化妆品可引起皮炎、色素沉积等皮肤病，最终导致皮癌。可能添加丙烯酰胺，被人体吸收收
和累积，可引起神经系统的症状，皮肤出现红斑、脱皮；呕吐，腹痛。

4 添加抗生素的祛痘化妆品 添加甲硝唑、氯霉素等药物成分，可能引起接触性皮炎，长期使用还会导致对抗菌素的耐药性，造成健康隐患。
生产经营者：严格原料使用管理，不添加抗生素生产祛痘化妆品；消费者：1、到具有合法资质的商场、化妆品专
柜、连锁超市等正规渠道购买化妆品，并妥善保管购物发票；2、仔细察看包装标识内容，看清产品成分及注意事
项；3、使用化妆品后出现皮肤过敏症状时，如红疹、发痒、发烫等，应立即停用，并去医院就诊。

5 添加激素成分的祛痘化妆品
添加糖皮质激素成分，会导致痘痘复发或过敏性皮炎，甚至会出现严重的皮肤反应。同时，激素外用还可能引起人

体内激素水平变化，造成内分泌紊乱等症状。

生产经营者：严格原料使用管理，不添加激素生产祛痘化妆品；消费者：1、到具有合法资质的商场、化妆品专柜、
连锁超市等正规渠道购买化妆品，并妥善保管购物发票；2、仔细察看包装标识内容，看清产品成分及注意事项；
3、使用化妆品后出现痘痘复发或过敏性皮炎等，应立即停用，并去医院就诊。

6 指甲油类产品
含邻苯二甲酸酯、苯、甲醛、丙酮、乙酸乙酯、人工色素等成分，多次使用后，会使指甲变色、变脆、变白。苯类和邻邻苯

类物质，长期使用还可能造成呼吸系统的损伤。

生产经营者：严格按照备案的配方、工艺生产指甲油类产品；消费者：1、到具有合法资质的商场、化妆品专柜、连

锁超市等正规渠道购买化妆品，并妥善保管购物发票；2、指甲油不要连续涂抹；3、孕妇禁用。

7 美容美发店自制化妆品 未经批准，产品质量无法保证；可能造成皮肤损伤，引发皮肤疾病。
美容美发店：使用合法企业生产的合格产品，不自行配制化妆品；消费者：1、仔细察看包装标识内容，看清生产企
业名称、地址和卫生许可证号；2、不使用美容美发店自行配制的产品。

8 标签宣传疗效的化妆品 化妆品标签上注有适应症、疗效等医疗术语，误导消费者购买，耽误疾病的治疗。 生产经营者：严格标签标识管理，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消费者：切记化妆品没有治疗疾病的作用。

9
未标识批准文号的染发类、祛斑类等特殊用途

化妆品
未经批准，成分不明，有可能使用禁用物质，对身体造成损害。

生产经营者：不生产销售未标识批准文号的特殊用途化妆品；消费者：1、到具有合法资质的商场、化妆品专柜、连锁超
市等正规渠道购买化妆品，并妥善保管购物发票；2、仔细察看包装标识内容，看清批准文号及产品成分，可登陆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3、使用后出现皮肤过敏症状时，如红疹、发痒、发烫等，应立即停用，并去医院就诊。

10 超过保质期限的化妆品 营养成分丧失，易滋生细菌，引发皮肤过敏反应，皮肤有创伤的可能会引起感染。
生产经营者：不销售超过保质期限的化妆品；消费者：选购化妆品时一定要查看产品保质期标识，尽量用完再买；
不使用超过保质期限的化妆品。

11 无中文标识的进口化妆品 可能未经批准，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 生产经营者：不销售无中文标识的进口化妆品；消费者：不购买无中文标识的进口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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