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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很多兒童文具造得特別漂亮，“色、香、味”俱全。但是，這些文

具健康嗎？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曾對 4個品牌香味螢光筆拆解檢測，

發現 15種揮發成分中，10種為有毒物質，還包括高毒物質丙烯腈。給孩子

買文具，不要過分迷戀“高顏值”！ 

卡通形象的卷筆刀、帶吊墜的筆、白得發亮的紙張……“高顏值”文具正

成為當下兒童文具市場最受歡迎的產品。“新華視點”記者調查發現，部分“高

顏值”文具暗藏高風險，極易對兒童身體健康造成損害。 

中國科學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曾對市場上深受中小學生喜歡的 4 個

品牌香味螢光筆拆解部件逐個檢測分析，發現揮發性氣味來自螢光筆內的

墨水，一共檢測出 15種揮發成分，其中 10種為有毒物質，還包括高毒物質

丙烯腈。研究顯示，長時間吸入丙烯腈能引起噁心、嘔吐、頭痛、疲倦等症

狀。 

 

“色、香、味”俱全產品 引導文具市場新潮流 

無論是校園周邊的文具店，還是文體用品批發市場，“高顏值”成為商家

兜售兒童文具的噱頭。“色、香、味”俱全的文具正引領市場新潮流。  

 

顏色靚 

在畫畫本、練習冊、書法本中，“紙越白賣得越好”幾乎成普遍現象。印

製各類彩色卡通圖案的包書皮、用豔麗顏料印製的鉛筆袋等，成為中小學生

的最愛。 

然而，事實上紙並非越白越好。根據相關規定，紙張、作業本的白度不

應大於 85%。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說，白度過高的紙張會對

眼睛產生刺激，還可能存在螢光性物質超標，在日光反射下，容易對人的視

力造成損傷。 

“有些附著在書皮、鉛筆袋上五顏六色的劣質彩色顏料，可能含有致癌

芳香胺，以及鉛、汞、鎘等多種重金屬元素，長期接觸可能導致致癌芳香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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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體遷移，可能引起人體病變或誘發癌症。”廣東一家文具檢測機構負責

人王星說。 

 

香氣濃 

記者在廣州市越秀區一家文具店看到，一款 12枝裝帶香味的螢光筆標

價 29元，每枝筆都有不同的氣味，共包括檸檬果茶、蜜桃果凍、糖心紅薯、

冰糖烏梅等 12 種食物的氣味。該文具店老闆說：“小朋友特別喜歡這些氣

味，這款螢光筆一個月就售出了 200 多盒。” 

王星說，兒童文具上各種不同的氣味大多並非天然味道，而是由各種化

工原料化合而成的物質發出的氣味。比如，問題文具中常見的有中等毒性的

合成原料乙苯會散發芳香氣味，具有中等毒性的醋酸異辛酯具有水果香味。

長期接觸這些氣味會增加健康風險。  

 

趣味強 

記者在多家文體用品商場和小學附近的文具店看到，賣得最好的文具

多數屬於好玩的類型：橡皮擦被製作成辣椒、花生、玉米、麻將、南瓜、餐

具等形狀，中性筆、水彩筆的筆帽掛著長達數厘米的吊墜，吊墜形象有五角

星、向日葵、卡通人物、蝴蝶結等。  

北京一名小學教師李希說，這些形狀可愛、構件複雜的文具常常被兒童

當成玩具，在玩耍過程中拉扯、撥弄，甚至放入口中。小零件一旦被兒童吸

入，可能導致呼吸道堵塞而窒息，或者被吊墜的尖銳處劃傷。已經有一些學

校的教師反映發現類似危險情況。  

 

“高顏值”背後為何風險重重？ 

業內人士表示，我國每年生產的兒童文具有近萬種花色品種，兒童文具

市場技術含量低、准入門檻低，絕大多數企業是年產值 2000萬元以下的中

小微企業。為獲得市場優勢，企業往往使用價格低廉、表面裝飾性強的材料。  

“一塊普通白色橡皮批發價為 0.3 元，零售僅 1 元；但與其他加工工藝

組合提升‘顏值’後，批發價可提高到 1.25 元，零售價提高到 3至 4元，利潤

能翻好幾倍。”貴陽市雲岩區一家文具店的老闆說。  



從各地市場監管部門的抽檢情況看，“高顏值”文具成為各地問題文具重

災區。為提高文具的色澤、觀感和柔韌度，有的生產商在包裝材料上過度添

加增塑劑。 

河北省市場監督管理局曾隨機抽檢市場上 20批次聚氯乙烯材質的塑膠

文具盒樣品，發現其中 10批次產品中鄰苯二甲酸酯含量不符合要求。去年

下半年，浙江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督促企業召回 18萬餘枝鄰苯二甲酸酯含量

超標的筆，涉及鉛筆、中性筆等。王星說，在含有聚氯乙烯材質的文具上使

用鄰苯二甲酸酯等增塑劑的目的是，使文具“顏值”更高，色澤更漂亮，手感

更柔軟。 

河北省市場監督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鄰苯二甲酸酯是聚氯乙烯的

主要增塑劑，長時間接觸會干擾人體內分泌，影響生殖系統，對心血管、肝

臟和泌尿系統產生傷害。 

此外，國家對筆類文具的筆帽透氣性做出了明確規定 ,大多要求筆帽上

需要有一條連續且至少 6.8 平方毫米大小的空氣通道，這是防止兒童吞咽筆

帽導致窒息的“救命孔”。但是，現在很多筆套外表花哨，增加了吊墜、做成

卡通人物、模擬其他形狀，“這些附屬裝飾往往會把筆套上的通氣孔掩蓋或

者堵住，埋下安全隱患。”王星說。 

上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 2020年對筆類文具產品品質抽檢，共發現 12批

次產品筆的上帽安全項目不合格，涉及圓珠筆、水彩筆、水性勾線筆、水性

記號筆等，並指出如果兒童誤吞食筆帽，會造成窒息危險。  

 

進一步完善生產標準 加強監管和警示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公佈資料顯示，截至 2020 年 6 月 15 日，我國

已實施兒童文具召回共計 51次，涉及數量 135.54萬件。專家指出，召回制

度屬於事後補救措施，必須進一步完善兒童文具標準，推動監管部門、社會

共同發力。 

隨著學前教育的增加，很多幼稚園的孩子也開始更多地使用文具。目前，

《學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GB 21027-2007）主要針對的是學齡期間使

用的文具，專家建議，將學齡前兒童使用的文具也納入該標準的適用範圍，

並修訂相應的安全要求，為監管提供依據。  

同時，專家建議，在兒童文具產品的風險監測工作中，對文具的顏料、

設計式樣、氣味等風險源進行一次系統研究，從兒童的智力、行為、接觸的

可能性、致殘和致死的可能性等方面全面進行研究，為完善相關標準打好基

礎。 



還有專家指出，應該及時制定針對文具產品自身的檢測方法。目前，《學

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對部分文具指標的檢測方法完全使用其他行業產

品的檢測方法，比如，對文具的銳利邊緣測試按《國家玩具安全技術規範》

規定進行；書包、筆袋所使用的面料和輔料中甲醛含量的測定，按照普通紡

織品中甲醛含量的檢測方法進行。  

王星指出，當前文具產品檢測方法缺失，是文具標準化工作的一個薄弱

環節。單純採用其他行業產品的檢測方法不一定合適，尤其是化學性能要求

的檢測，由於樣品不同，對樣品的收集和前處理有差異，會直接影響檢測結

果的準確率。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建議，市場監督管理部門應加強對文

具安全的監督檢查，引導企業從產品研發、質量控制環節消除安全隱患。此

外，應提醒家長和學生，買文具要注重安全性，不要過分迷戀“高顏值”，儘

量挑選有品質保證的廠家和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