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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提示

近年来， 老年鞋市场

逐渐火热， 越来越多老年

消费者开始考虑， 自己究

竟需要一双什么的鞋子？

近期， 市消保委围绕消费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对 50

款老人鞋样品进行了测试。

其中， 45 款采自京东、 天

猫、 苏宁、 唯品会、 小红

书等电商平台， 5 款采自实

体店铺， 涵盖了舒悦、 足

力健、 荣仕、 银发无忧等

热门品牌， 价格在 59.9 元

到 467 元不等。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1） 看鞋底

选择鞋底花纹纵横交错且纹

路清晰 ， 硬度适中的鞋子 。 其

次， 材料的弹性也非常重要。 一

般情况下 ， EVA 鞋底材质的防

滑性能较差， 橡胶或橡塑鞋底材

质的防滑性能较好。

（2） 按标准

优先选择产品标准为 GB/T

43587-2023 的鞋子 ， 这是专门

为老人鞋制定的国家标准， 防滑

和减震性能有保障。 该标准已于

今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3） 挑款式

选择魔术贴或无鞋带设计可

以减少弯腰系鞋带的不便， 而轻

便的鞋身则更适合长时间穿着和

活动； 鞋后帮正后部或外侧面有

反光 （带）， 可以在夜间给车和

行人提醒。

（4） 选材质

材质上应考虑选用真皮或透

气网布等柔软舒适， 透气性好的

材料。 这些材料不仅有助于保持

足部的干燥舒适， 还能有效预防

脚部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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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涵盖乳制品等

23批次“护老食品”

专项抽查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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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 日， 记者从江西省市场监

管局获悉， 该局近期在全省范围内组织

开展的“护老食品” 专项抽检， 截至目

前共发现 23 批次不合格样品。

据悉， 此次专项抽检覆盖江西省范

围内 404 家食品经营单位， 其中包括

141 家养老机构食堂。 抽检食品涵盖保

健食品 （芪参茶、 蛋白粉、 卵磷脂胶囊

等）、 乳制品 （酸奶、 高钙奶、 纯牛奶

等）、 饼干 （粗粮代餐饼、 无蔗糖饼干

等）、 饮料 （豆奶、 蛋白饮料等） 等 18

大类， 共 1466 批次。 重点检测食品添

加剂、 重金属污染、 微生物污染等项

目。

据江西省市场监管局食品抽检处负

责人介绍， 发现的不合格问题主要为复

用餐饮具的微生物污染问题、 调味料中

的食品添加剂问题以及质量指标等。 针

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 江西省市场

监管局已通知属地市场监管部门， 要求

其依法采用下架、 召回等措施控制风

险， 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并及时向社会公开抽检结果和核查处置

信息。

江西省市场监管局还特别提醒老年

消费者， 选择正规渠道购买食品， 避免

购买流动摊贩或无照经营的食品； 关注

食品标签， 仔细查看食品的生产日期、

保质期、 配料表等信息， 尽量选择低

糖、 低盐、 低脂肪的食品； 理性对待保

健食品， 不轻信虚假宣传， 更不能相信

保健食品可以替代药品。

(来源： 新华网）

智能门锁“夹手”频发

使用安全规范待完善

  智能锁存在的安全问题被频频曝

光， 不仅让消费者深感忧虑， 也暴露出

智能锁行业在安全设计等方面可能存在

的隐患， 引发行业内外的关注。

近期， 在黑猫投诉、 小红书等平

台， 多个品牌智能锁出现“夹手” 事故

引发消费者投诉。 记者看到， 对于智能

门锁在开关门时出现的“夹手” 问题，

轻则导致消费者皮肤破损肿胀， 重则会

流血乃至骨折等。 有消费者在投诉中描

述称， 家中孩子及成人在关门时都出现

了“夹手” 的情况， 更质疑相关产品存

在设计安全问题。 而在小红书平台， 也

有大量网友分享了不同品牌智能锁的

“夹手” 遭遇及受伤手指的图片， 其中

一位消费者更将智能门锁比喻为“手指

切断机”， 引发多位网友讨论。

多款智能门锁出现“夹手” 问题，

原因大多为产品的设计制造不合理———

门拉手与门框距离过近， 会导致开关门

时用户手指和门框发生意外碰撞。 记者

了解到， 当前智能门锁的标准包括《防

盗安全门通用技术条件》 《机械防盗

锁》 《电子防盗锁》 《指纹防盗锁通用

技术条件》 等针对产品防盗性的规范，

但对于门把手使用安全性进行明确要求

的标准尚不完善。 （来源： 消费日报）

消保委测评

    耐穿性表现较好，6

件样品外底硬度不达标

结果发现， 测试的 50 件样

品在零下 10°C 的条件下屈挠 3

万次， 均未出现帮面材料破裂，

表现较好。

在舒适度方面， 目前市面上

很多鞋类宣称“踩屎感” 穿着舒

适， 但老人鞋外底不宜过软或过

硬。 本次比较试验的 50 件样品

中， 有 9 件样品为实芯底， 33

件样品为微孔底， 8 件样品既有

微孔又有实芯底。 结果发现， 50

件样品外底硬度最小值为 35，

最大值为 74， 其中 6 件样品不

在标准要求范围内。

试验还发现， 实芯底偏硬，

有助于在运动中提供足够的支

撑， 防止脚部变形或扭伤； 而微

孔底偏软， 穿着时更加轻便和舒

适。

1件样品回弹效果

不达标

减震性能良好的鞋对喜欢运

动的长辈来说非常友好， 能够有

效缓冲， 释放脚踝、 膝关节的冲

击力， 从而避免对这些部位产生

伤害。 鞋底的减震性能是衡量鞋

底吸收冲击力能力的指标， 减震

性能好的鞋子， 鞋底和鞋垫材料

的弹性或者鞋底的结构设计可以

分散或吸收冲击力。

新国标规定， 后跟着力部位

G 值应小于等于 20。 测试数值

越小， 意味着减震性能越好。 结

果发现， 50 件样品 G 值在 9-20

之间， 均在标准要求范围以内。

在防滑性方面， 本次试验模

拟老年消费者的日常使用场景，

测试老人鞋在陶瓷上的湿态静摩

擦系数， 该值越大表示防滑性能

越好。 新国标规定， 湿态静摩擦

系数应大于等于 0.3。 结果显示，

50 件样品湿态静摩擦系数有所

差异， 最小为 0.3， 最大为 0.81。

此外， 鞋子是否能够快速回

弹也是老年消费者应当综合考量

的因素之一。 新国标要求， 单一

密度的微孔底变形量应≤35%。

测试数值越小， 表示鞋底材料在

受到踩压后能够更快、 更好地恢

复原状， 即具有更好的回弹性。

在参与本项测试的 43 件 （另 7

件非微孔材料鞋底不测 ） 样品

中， 仅 1 件样品， 即标称由莱阳

市城厢三立布鞋厂制造的中老年

休闲单鞋 （标称商标： 布舍元，

标称型号： 421-1731）， 其微孔

底压缩变形为 41%， 超出标准范

围， 在日常穿用中不能有效保障

稳定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 试验发现，

参照即将实施的 GB 25038—

2024 《鞋类通用安全要求》， 全

部样品均通过可分解致癌芳香胺

染料、 甲醛、 富马酸二甲酯、 含

氯苯酚等安全性指标的测试， 但

有个别样品存在邻苯二甲酸酯、

短链氯化石蜡含量偏高的情况，

市消保委已将此信息告知相关企

业， 要求企业引起重视。

综合来看， 先觉、 健牌、 穗

足力等品牌的样品在耐穿性、 舒

适性、 防滑性等方面均表现较

好。综合表现较好的样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