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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膏并非越贵越好

数十元一支的牙膏很常见

作为家里的采购主力，在文化路海亚春
天小区居住的赵女士告诉记者，前些年，常用
的牙膏大多也就几元一支，现在动不动几十
元一支，连一些平价的牌子都涨价了。在微博
上，“牙膏为什么越来越贵”的话题引发网友
共鸣。

在神火大道附近的一家超市，数十款牙
膏足足摆满一整排货架。记者逐一查看价格
标签，发现没有一款牙膏单价在10元以下。其
中，主打抗敏感的某品牌牙膏，每支100克至
120克，价格从33.9元到54元。相邻的货架上，
一款标榜“吸烟人士专用口腔护理品”的牙
膏，宣称具有“祛除和防止烟渍、茶渍、咖啡渍
沉积，减少菌斑，祛除口腔异味”等功能，每支
180克，售价高达68元。

市民何伟说，过去买牙膏很简单，就那么
几种，基本不会太在意价格，因为差别不算太
大，也都不太贵，但现在可不一样了，品种越
来越多，价格也让人“高攀不起”。何伟在货架
前徘徊良久，盯着价签反复比较。他说，牙膏
本来就是个普通日用品，如今就连一些老牌
子都搞出了那么多花样，好些是没听说过的
新名词，看得一头雾水。

在货架尽头，个头小巧的儿童牙膏同样
身价不菲。以一款适用于6岁至12岁儿童的
益生菌牙膏为例，每支60克，售价42元。如果
折合成成人牙膏常见的每支120克，相当于售
价84元。

在另一家超市，除了两款售价9.9元的牙
膏外，记者发现其他牙膏单价也均在10元以
上。特别是一些进口牙膏，售价更高。以一
款号称“欧洲原装进口”的活性酵素
美白牙膏为例，每支净含量101克，
售价高达79元。

线下调研数据显示，在大型商
超售卖的四五十种牙膏中，一支牙
膏的价格在 10 元至 20 元的占六
成，20元以上的占35%，而 10元
以下的只有两三种。Wind数据则
显示，截至2022年10月，120克左
右的普通牙膏均价为每支 11.35
元，较2018年同期的每支9.09
元上涨约25%，远高于CPI同
比涨幅。

“4周提升牙齿3个美白
色阶”“3 天到 5 天明显焕
白”……电商平台上，牙膏

“没有最贵，只有更贵”，一款
100克装的美白牙膏虽然出自
国产品牌，售价却高达109元。
而一款号称可以“逆转牙齿敏
感”的德国进口牙膏，每支 80
克，售价高达149元。

噱头成为涨价主因

牙膏为何越来越贵？从公开数据
来看，生产成本或许并非涨价的主要
原因。以旗下拥有某牙膏品牌的上市
公司为例，其招股书显示，从2019年
至2021年，公司成人牙膏的单位成
本分别为每吨1.53万元、每吨1.47万
元和每吨1.50万元。这就意味着，每
100克牙膏，成本仅为1.53元、1.47元
和 1.50元，不仅价格低廉，而且并没
有明显涨幅。而在此期间，销售单价
分别为每吨2.54万元、每吨2.55万元
和每吨2.62万元，可见销售单价呈逐
年增长态势。

对此，招股书中提到，“近年来公
司紧抓消费升级趋势，顺应牙膏需求
多样化、产品高端化的发展方向，在
现有产品基础上不断进行研发升级，
优化产品结构，进一步增强了在中高
端成人牙膏市场的布局”。

从产品来看，该品牌的确在“抗
敏感”的基础上，通过添加益生菌、氨
基酸、中草药等成分，细分出“护龈抗
敏”“防菌抗敏”“清火抗敏”“抗糖防
龋”等多种功效，以此实现“升级”。在
这些新概念的加持下，牙膏售价明显
上涨。

事实上，这样的操作在业内并非
个例。记者联系上一家专门从事牙膏
代加工的企业，工作人员发来产品介
绍，其中，网红爆品类牙膏包括溶菌
酶牙膏、酵素牙膏、活性酶牙膏、氨基
酸牙膏等多个新品种。

当记者询问对方哪些卖得比
较好时，对方称“卖得好不好取决
于客户营销渠道和策略，像羟基磷
灰石牙膏，最近就很火”，说罢，对
方发来多款羟基磷灰石牙膏的样
品照片。记者仔细观察，发现同样
是含有羟基磷灰石的牙膏，一款声
称“美国独家授权专利技术”，一款
主打“英国实验室”，另一款则成了

“口腔抑菌膏”。
记者询问具体报价，对方称“主

要根据您的要求，看您要什么档次
的，还要看功效原料的添加量、

膏体基质和包装材质”。
工作人员称，羟基磷灰
石 400 元左右一公斤，
“如果只追求‘有概念’，
添加0.1%就行，要求‘有
实际’的话，添加量可以
达到8%”。

从对方发来的牙膏定
制成分清单中可以看出，牙

膏分为高、中、低三档，分别
对应不同的摩擦剂、保湿剂、起
泡剂、甜味剂、香精及清凉剂、
功效剂、增稠剂和其他添加
剂，包装材质和制作工艺也
各不相同。

该工作人员称，常规 2
万支起订，低档的每支2.8元
左右，中档的 3 元多，高档的
4 元多。至于零售价，工作人
员称，都是自主定价，没有标
准，电商客户一般低档的卖20
多元，中档的卖 30 多元，高档
的卖四五十元。

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坤

特殊功效并不靠谱

“牙结石一刷全掉光”“28天逆转
15年牙渍”……身为“老烟民”，程先生
经常为一口黄牙而发愁，选购牙膏时，
那些看起来立竿见影的美白功效，让
他格外心动。

商丘市玉美口腔医院院长梁玉梅
说，用牙膏刷两三分钟，就起到美白甚
至去除牙结石的作用，这显然是不可
能的。刷牙只能刷掉软垢，而一旦形成
牙菌斑，就很难再刷掉。等到形成牙结
石的时候，就更不可能靠刷
牙来解决。

还有脱敏牙膏，也不
是对所有病例都管用。如
果已经形成龋
齿，还是要通过
对 症 治 疗 来 解
决。一些中草
药牙膏宣传
说可以消肿
止血，但其实牙
龈出血往往是牙
周炎导致，而
牙周炎一般
都是牙菌斑或牙结石刺激
造成，需要找牙科医生做治
疗，甚至需要做龈下刮治。
某些特殊位置，如牙根分叉处的牙结
石，哪怕医生用专业器械都很难彻底
处理干净，指望用牙膏来达到这样的
目的肯定不现实。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曾经在官网
上发布科普文章，称“所谓通过使用牙
膏刷牙来‘修补牙洞’‘闭合牙缝’‘稳
固牙松动’，均无科学依据”。

《牙膏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要求，
牙膏的功效宣称应当有充分的科学依
据。同时规定，牙膏标签禁止标注“明
示或者暗示具有医疗作用的内容”和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等。
日前，外地法院审结一起涉网购

牙膏案件，买家小赵连续多年在某牙
膏旗舰店购买“专业蛀牙修复”牙膏，
因最终未达到商家宣传疗效反而导致
自己错失口腔疾病最佳治疗时间而将
商家诉至法院。法院最终判决商家赔
偿其三倍价款。

梁玉梅说，牙膏的基本功能就是
通过摩擦剂帮助清洁牙齿，其他功效
都十分有限，并非越贵越好。牙膏不是
药膏，不能替代药物进行口腔治疗。如
果发现口腔问题，还是应该去找专业
医生及时进行诊断和治疗。盲目依赖
牙膏解决口腔问题，有时反而可能造
成病情加重，延误治疗。另外，掌握正
确的刷牙方式和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
习惯更加重要。

“ 牙 膏 刺 客 ”来 了 特 殊 功 效 管 用 吗 医 生 表 示 ：“酵素牙膏挑战 7 天

美白”“氨基酸牙膏守护口腔

年轻力”“益生菌牙膏改善口腔

菌群”……连续几天，记者走访市

场发现，主打各种神奇功效的牙膏

日益增多。在这些噱头的助推下，

牙膏价格水涨船高。12月25日，记

者来到商丘市玉美口腔医院采访，

院长梁玉梅表示，牙膏并非越贵

越好，添加成分未必有效，盲目

依赖牙膏解决口腔问题甚至

可能延误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