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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办民警介绍，到案的违法人员
中，很多是在旅馆、酒吧以及娱乐场所
内出于猎奇心理开始吸食“上头”电子
烟的。“大部分人还不满20岁”，民警说
当中有一些人以前吸过笑气，笑气渐渐
不太“流行”了，就开始接触“上头”电子
烟。

这些年轻的吸食者喜欢自称为“飞
行员”，尽管卖家的广告里称“上头”电
子烟所含成分均为天然植物提取、安全
合法、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等，但事实
上不少“飞行员”感受到了不良反应。
小江（化名）就是看到朋友吸食后，怀着
好奇抽了两口。可抽完没多久就开始
头晕、反胃，然后冲到厕所里抱着马桶
吐了很久，朋友则躺在床上看着他呵呵
傻笑。小雯（化名）的一条手臂上留下
了20多条伤疤（图2），提及“上头”电子
烟就后怕。她说自己第一次抽就想呕

吐，头特别晕，第二次吸食反应减轻了，
第三次吸食后就精神恍惚了，待次日醒
来发现手臂上出现了很多伤口。“什么
都不记得，如果自己意识不清做出更激
烈的自残行为……以后再也不敢碰
了。”据了解，警方办案过程中已发现有
人连续吸食“上头”电子烟个把月后，引
发精神问题而前往相关医疗机构接受
治疗。

上月起，我国对合成大麻素类新精
神活性物质实行整类列管。禁毒民警
指出，“上头”电子烟之类的新型毒品比
传统毒品更具有迷惑性和成瘾性，对人
体的危害更大，特别容易侵蚀年轻人。
因此对于别人推荐的“新奇”“好玩”东
西，特别是联上“上头”“飞行”“快感”等
黑话，青少年要格外警惕，擦亮眼睛远
离毒品。

（晚报记者 念楼/文 警方供图）

“标签标识事关产品质量安
全、溯源以及消费者正确使用等
关键方面，标签标识规范不容忽
视。”梁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
法稽查科负责人表示，在化妆品
标签标识方面，今年1月1日起
施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中明确规定，化妆品的最小销售
单元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符
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
国家标准，内容真实、完整、准
确。进口化妆品可以直接使用
中文标签，也可以加贴中文标
签；加贴中文标签的，中文标签
内容应当与原标签内容一致。

违反上述规定，违法生产经

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
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
的，并处货值金额3倍以上10倍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
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
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
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5年内禁
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

执法人员提醒经营者，在购
进进口化妆品时，务必从正规代
理商处购进，注意检查产品标签
标识，把好“进货关”。 （刘娟）

“今天你上头没有？”
抽着抽着他们就成了“飞行员”
警方破获销售含新型毒品成分电子烟案
已有受害者吸食后精神异常

“今天你上头没有”“体验到
不一样的快感”“感觉就像高空飞
行”……如今市面上悄悄出现了
一种“上头”电子烟。虽然听起来
只是电子烟，但吸食后容易染上
毒瘾。近日，滨湖警方通过一个
月的侦查，破获一起“上头”电子
烟案。

滨湖公安分局禁毒民警介绍，他们
在工作中获得一条线索，有人通过社交
网络在无锡贩卖“上头”电子烟。经近
一个月调查，滨湖警方组织了11个派出
所，出动近百余名警力，抓获并处理涉
案人员110余名。

警方查获的“上头”电子烟，烟杆为
白色、银色、蓝色等，透明的烟弹部位能
看到里面为淡黄色的烟油（图 1）。经
相关部门检测，烟油内含有合成大麻
素。禁毒民警指出，普通电子烟的主要
成分是水、丙二醇甘油、尼古丁和调味
剂等，而“上头”电子烟里的合成大麻素
属于新型毒品，会让吸食者染上毒瘾。

警方抓获的嫌疑人中，22岁的王某
是无锡地区一名主要的“上头”电子烟
贩卖商。他常活动于酒吧街一带，向出
入娱乐场所的一些年轻人售卖“上头”
电子烟。

王某交代，货物是他从外省上家那
里进购来的，这些“上头”电子烟成本价
几十元，他出售时为200元一根，下家
转手还能层层加价，一路涨到300元左
右。正是看到了其中巨大的利润空间，
王某寻找货源并在聊天群、朋友圈内发
布销售信息，一个多月就非法获利20多
万元。目前，警方在对案件做进一步追
踪调查。

“飞行员”中已有人出现精神异常

销售正品化妆品
咋被罚了上百万元？

我市一家化妆品公司销售的化妆品是正品，近日却被梁溪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罚款100余万元的行政处罚，原因和我
们常见的产品标签有关。事情还要从一起消费投诉说起。

（（图图11））

（（图图22））

【投诉】
网购化妆品看不懂标签，消费者投诉后违法线索浮出

4月，消费者小涵（化名）在
淘宝网上一家美妆店内买了一
套化妆品。收货后检查产品时
没看到任何中文标签，小涵怀疑
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拨打
12315投诉。

该美妆店营业执照上登记
的地址归属梁溪区江海街道，梁

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江海分局
工作人员发现，这并非一起简单
的消费纠纷，美妆店经营单位
——某化妆品经营公司很可能
存在违法违规问题，遂将该情况
上报梁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梁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先
展开前期摸排。

【调查】
涉案公司“狡兔三窟”？摸排调查锁定仓库

经查，该化妆品公司除淘宝
网外，还在“有赞”微商城经营一
家网店。两家网店销售的产品
主要为国内外知名品牌化妆
品。期间，执法人员根据该公司
营业执照地址，上门实地检查，
发现该地址上并无这家公司。
又历经半个多月的调查，执法人
员锁定该公司仓库的“藏身
地”——新吴区一栋商业楼内。

5月中旬，执法人员直奔该
仓库。此时，仓库大门紧闭，表
面看不出有经营迹象，但执法人
员敲开仓库门后看到，其内部有

大量货架，堆放着兰蔻、雅诗兰
黛、资生堂、欧莱雅、SK-II等品
牌化妆品，七八个工作人员正忙
着物流发货、客服等工作。经
查，此处不仅是仓库，也是该公
司的实际经营场所。执法人员
经现场清点，该仓库内共有40箱
化妆品，涉及300多个品牌的共
计7000余款产品。其中，有21
箱化妆品无中文标签，货值16万
余元。鉴于该公司行为涉嫌销售
无中文标签进口化妆品，执法人
员现场对这些化妆品采取查封措
施，并对该公司立案调查。

【内情】
为降低进货成本和迎合顾客，网售无中文标签化妆品被罚

查封的涉案物品，经抽样鉴
定均为正品。经调查，该公司自
2019年底起销售进口化妆品，
为降低进货成本、多赚取利润，
主要通过私人渠道进货，即个人
从国外采购。销售渠道有三个：
淘宝网店、有赞微商城、微商朋
友圈。其中，微商朋友圈销量约
占总销量的50%。

该公司负责人称，他原本认
为标签不重要，只要销售的化妆
品不是假货就没问题，而且有一
些客户喜欢只有外文标签的化

妆品，为迎合顾客，一些从正规
经销商处进购进货化妆品虽有
中文标签，公司也不贴。

办案过程中，执法人员对该
负责人的上述错误认识进行了
释法说明，同时，对其异地经
营、进货、销售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进行行政指导，责令其限期
整改。

在对该案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前，梁溪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
公司整改情况进行检查，发现相
关问题已整改到位。

【说法】
标签标识规范不容忽视，违法情节严重将被停产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