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驱蚊手环、驱蚊贴质量检测报告办理

产品名称 驱蚊手环、驱蚊贴质量检测报告办理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实验室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明高新产业园
2号楼1层

联系电话 15815880040 15815880040

产品详情

驱蚊手环、驱蚊贴是指环 形、贴纸形式的驱蚊用品。驱蚊手 环一般佩戴在手腕、脚腕等处，驱
蚊贴可以贴在皮肤、衣服上。这些 产品外观五花八门，驱蚊时间从几 小时至几天不等，价格从几元到上
百元不等。

宣称天然无公害得驱蚊手环

由于驱蚊手环、驱蚊贴产品并没有国
家标准，使得监督抽查缺少依据，导致驱蚊手环、驱蚊贴等产品一直处于监管空白地带。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对上海市生产、销售和网店销售的驱蚊手环、驱蚊贴产品开展了质量安全风险监
测。从检测结果来看，驱蚊环、驱蚊贴 产品中可能含有的昆虫驱避剂包括避蚊胺、驱蚊酯和羟哌酯，其
中添加驱蚊酯的产品zui为普遍，含量zui低为0.6%，有些产品中驱蚊酯的含量高达近10%。

厂商多宣称其主要成分 为植物精油，是香茅、薰衣草、桉 叶、柠檬等天然植物提取而成，不
含任何杀虫剂和化学成分，无毒无 害，适合野营、登山、垂钓、站岗 等多种场合，并且大多数标明适合
婴幼儿或孕妇使用。

根据《农药管理条例》，凡预 防、消灭或者控制蚊、蝇、蜚蠊、 鼠和其他有害生物的化学合成剂或
者来源于生物、其他天然物质的一 种物质或者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 制剂均属于农药管理范围，必须经
过国 家授权部门进行产品化学、毒 理学、药效、环境生态等方面的检
验和试验，确定其药效稳定，对人 体、环境无害方可生产销售。

家用 卫生杀虫用品，例如盘式蚊香、电 热蚊香片、电热蚊香液、杀虫气雾
剂、驱蚊花露水等均属于《农药管 理条例》的管理范围。驱蚊手环、 驱蚊贴产品是以预防蚊虫为目的的
产品，应属于家用卫生杀虫用品的范畴。



实际并未通过农药登记

驱蚊手环、驱蚊贴产品的生
产企业主要集中在广东、上海、山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 这些生产企业均没有通过农药登
记，也无农药生产批准证书，企 业规模和生产情况均无从考证。

国内外标准情况 GB 24330-2009《家用卫生 杀虫用品安全通用技术条件》是 家用卫生杀虫用品的国
家强制性 标准，家用卫生杀虫用品均应符 合该标准的规定。

该标准规定了 家用卫生杀虫用品的有效成分使 用要求、毒性、有效成分含量及
允许波动范围、药效、热贮稳定 性等项目的要求，并且规定了盘 式蚊香、电热蚊香片、电热蚊香
液、杀虫气雾剂等重要剂型的有 效成分含量及允许波动范围、热 贮稳定性等重要指标的检验方 法。

此外，GB/T 18416-2009《家 用卫生杀虫用品 蚊香》、G B/T 18417-2009《家用卫生杀虫用品
电热蚊香片》、GB/T 18418-2009 《家用卫生杀虫用品 电热蚊香 液》、GB/T 18419-2009《家用卫
生杀虫用品 杀虫气雾剂》等一系 列家用卫生杀虫用品主要剂型的 推荐性标准，规定了家用卫生杀
虫用品的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

目前，我国尚无相关国 家标准 对驱蚊手环、驱蚊贴的质量进行 控制，仅仅依靠企业自行制定企
业标准来进行质量控制，这可能 导致市场上产品质量层次不齐。

驱蚊手环安全吗？

基于避蚊胺等驱虫成分对健康 的潜在风险，美国环保署建议两 个月以下的婴儿不得使用以避蚊
胺为有效成分的驱蚊产品；美 国儿科学会也建议一日使用不得 超过3次，不建议两个月以下的
婴儿使用。

加拿大卫生部禁止销 售避蚊胺含量高于30%的驱蚊产 品，并建议2～12岁的儿童使用
的驱避产品中避蚊胺含量应低 于10%，且一 天不宜超过3次， 两岁以下的儿童一 天不宜超过1
次，6个月内的婴儿不宜使用此 类产品。

澳大利亚、日本等国 家 对驱蚊产品的使用群体年龄、含 量等也有相关限制规定。

质量安全状况 国内监管情况 由于驱蚊手环、驱蚊贴产品 并没有国 家标准，使得监督抽查
缺少依据，导致驱蚊手环、驱蚊 贴等产品一直处于监管空白地 带。随着伤害案例的不断增加以
及媒体关注热度的提升，监管机 构开始采用风险监测的手段来管 理。

国内检测情况

上海市质量 技术监督局对本市生产、销售和 网店销售的驱蚊手环、驱蚊贴产
品开展了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采用GB 24330-2009《家用卫生 杀虫用品安全通用技术条件》标
准，对驱蚊手环、驱蚊贴产品的 避蚊胺、驱蚊酯、驱蚊醇等化学 驱虫成分进行风险监测。经检
测，所有驱蚊手环、驱蚊贴样品 均未进行农药登记；13%驱蚊手 环、驱蚊贴样品检测出驱蚊酯，
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长期使用，会对身体健康带来 安全隐患。

广州 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对广州市 售的驱蚊手环、驱蚊贴产品进
行了风险监测，结果发现产品中检出驱蚊酯、甲苯和二甲苯 等有害物质。



媒体报道情况

近几年来，由于驱蚊手环、 驱蚊贴产品引起的安全事件时有发生，产品的安全隐患逐渐
显现出来。特别武汉媒体报道：湖北枣阳市的 29名小学生，因佩戴驱蚊手环
陆续出现头晕、恶心、腹痛、 红肿等症状，被紧急送往医院 治疗。

据医生介绍，孩子们临床表现为轻微中毒。

驱蚊手环、驱蚊贴频繁引 发的安全事件，引起了有关部 门对该类产品的重视。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 栏目播出的《新型驱蚊产品隐 忧》报道了驱蚊手环、驱蚊贴
产品的质量隐患，引起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 主要质量问题 本文对在实体店和网店购买
的100批次新型驱蚊产品，进行 了测定。测得两批次产品中含 有避蚊胺，8批次产品含有驱蚊
酯，1批次产品含有羟哌酯。

从 检测结果来看，驱蚊环、驱蚊 贴产品中可能含有的昆虫驱避剂包括避蚊胺、驱蚊酯和羟哌酯，
其中添加驱蚊酯的产品zui为普遍， 含量zui低为0.6%，有些产品中驱蚊
酯的含量高达近10%，值得引起关 注。

生产违反法律法规 如前所述，驱蚊手环、驱蚊贴 是以预防蚊虫为功能的产品，应该
属于农药的范畴，按照农药产品进 行管理。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的 相关规定，所有农药均应经过国
家 授权部门进行产品化学性质、毒理 学、药效、环境生态等方面的检验
和试验，确定其杀（驱）虫效果稳 定，对人体、环境无害方可生产销 售，经过临时登记和正式登记等审
批手续，取得农药登记证和农药生 产批准证书，其登记信息（包括农 药登记证号、生产批准文号、产品
标准号）应印在产品的外包装上。

驱避制剂是我国农药剂型中的一 类，其中包括了驱虫环（RL）、 驱虫片（RM）、驱虫纸（RP）等
剂型。然而，目前市场上几乎所有 驱蚊手环、驱蚊贴均没有经过农药 登记和生产许可，不能证明其驱蚊
效果、安全性符合要求，违反《农 药管理条例》的规定，均涉嫌违法 生产。

产品成分标识存在欺诈行为 驱蚊手环、驱蚊贴产品均号称采 用天然原料、精油成分，不含任何
杀虫剂和化学成分，对人体没有任 何毒性。但是通过抽样检测，有超
过10%的驱蚊手环、驱蚊贴产品含有 避蚊胺、驱蚊酯、羟哌酯等成分， 与其标称的纯 天
然成分严重不符。

避蚊胺、驱蚊酯、羟哌酯均属 于昆虫驱避剂，对人体有一定的危 害风险。特别是避蚊胺在国际上
争议较大，它从1965年开始被商品 化，并广泛运用在驱蚊花露水、驱 蚊液等驱蚊产品中。然而，也有研
究发现避蚊胺对健康存在多种风 险，如会抑制乙酰胆碱酯酶，长期 接触可能诱发神经系统性疾病；在
妊娠早期接触驱避剂可能引发儿童 尿道下裂风险；会引发脑类疾病及 其他神经性疾病；与癫痫症的发病
有关；会导致儿童全身荨麻疹；会 对生物体的DNA 造成损害。

驱蚊手环、驱蚊贴产品在使用过程中，通常与人体直接接触并保持一段时间，如果消费者盲目相信
其完全无毒，整日佩戴，长期大量 使用该产品，会对身体健康带来伤 害。

包装标识误导适用对象 大多数驱蚊手环、驱蚊贴产品 均将包装和产品外观设计得精致美
观，吸引儿童的喜欢和注意，并 在包装上写明适用于婴幼儿、儿童 或孕妇，并标注“可安心给宝宝使
用”“婴童适用”“特别针对孕 妇、婴儿设计”等字样，宣称适用 于婴幼儿或孕产妇，并作为婴幼儿



用品进行销售。

目前，我国对于驱蚊产品是否 适用于婴幼儿、孕妇等特殊人群并 无相关规定，也没有针对婴幼儿、
孕妇等特殊人群的驱蚊产品的分类 依据。因此，这些标识存在严重误 导消费者的行为。如果消费者盲
目相信这类产品的标识，使婴幼 儿和孕妇长期使用，将会对婴幼 儿和孕妇造成伤害。

附：驱蚊手环驱蚊成分分析

（1）拟除虫菊酯是一类化学合成菊酯的总称， 具有高 效、广谱、速 效性好、击倒力强等特点，其
化学性质稳定、残效较长，广泛应用于杀虫灭虫领 域，毒性普遍较强。

（2）避蚊胺（DEET）和驱蚊酯（BAAPE）是 目前使用zui多的人工合成蚊虫驱避剂，在我国均属
于农药的范畴。2004 年，美国国 家职业安全与卫生 研究所将避蚊胺列为致突变物质。目前研究数据表
明驱蚊酯毒性要小于避蚊胺。

（3）驱蚊手环中甲苯检出率zui高，研究表 明甲苯高浓度中毒时可发生肾、肝和脑细胞的坏死，
慢性中毒主要是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如果 消费者长期使用含有甲苯的驱蚊产品必然会增加 风险。

（4）香茅油为常用的驱蚊精油，其主要有效成 分为香茅醛、香茅醇、香叶醇，驱蚊贴、驱蚊手环
等产品大多宣称含有香茅油。从检出情况可知， 驱蚊手环大多含有香茅油的主要成分，但由
于大部分产品为复合配方，同时含有多种植物精油， 因此导致不同产品中香茅醛、香茅醇、香叶醇的含
量范围分布较广。

植物精油虽然来源于大自然，但 是并不代表自然的东西就是安全的，精油经过富集
之后其中某些物质的浓度会大大增加，部分成分可 能对眼睛、呼吸道粘膜以及皮肤产生刺激，严重的
可能导致过敏。因此在产品中添加植物精油也需要 设定限量值，避免滥用植物成分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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