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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隨著網路購物的種類越來越廣泛及方便，

加上COVID-19全球大流行的疫情衝擊，消費
者使用網路購物的比例快速增加，因此網購

商品的品質安全性監控更顯重要。而網購商品

的來源複雜，包含個人零售、國內廠商、跨境

電商等，時有標示缺漏不明及品質落差等問題

發生。食藥署自105年起每年均進行電子網路
化粧品安全監控計畫，依據化粧品不良事件通

報、國際化粧品消費警訊及行政管理需求等，

選定高風險的產品類別及品項進行監測。

貼片式眼膜、唇膜、面膜為國人常用保養

類型化粧品，產品大多宣稱保濕、美白、舒

緩、調理肌膚及淡化細紋等用途為主。因使用

時須接觸皮膚且靠近眼、口部，若有品質疑慮

時，所造成健康危害更劇。

刮鬍膏/泡/液類產品可使鬍鬚濕潤、柔軟較
易刮除，此外亦具有潤滑效果，可減少刀片摩

擦造成皮膚紅腫、拉扯及傷口等不適情況，本

次研究為首次進行該類型產品之網購商品監測。

「嬰兒專用濕巾」為常用於清潔嬰兒肌

110年度網購6大類化粧品之品質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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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藥物管理署研究檢驗組

摘　要

為暸解網路販售之化粧品品質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並保障消費者權益，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於110年度執行網路價購化粧品品質安全監測計
畫，分別於13個網路平台抽樣檢體，共計60件，包括國產品16件，輸入品41件，未
敘明來源3件。檢驗項目依產品類別之特性進行監測：貼片式眼/唇/面膜類、刮鬍膏/
泡/液類、嬰兒專用濕巾等3類監測防腐劑及微生物；宣稱燙睫毛或其他角蛋白美睫類
產品，監測燙髮劑成分；香水及頭髮造型類、假睫毛膠/黏著劑等2類則監測禁用溶劑
及鄰苯二甲酸酯等成分。檢驗結果顯示有13件產品(刮鬍膏6件、眼/唇/面膜4件及嬰
兒專用濕巾3件)之防腐劑成分與標示不符，另有1件嬰兒專用濕巾之生菌數達1.4×106 
CFU/g，超出化粧品微生物容許量(100 CFU/g以下)；10件美睫產品均檢出燙髮劑成
分，與管理規定不符；在禁用溶劑及鄰苯二甲酸酯等成分部分，香水及頭髮造型類
產品均符合規定，而假睫毛膠/黏著劑則有3件不合格，分別為檢出苯29.0 ppm、甲醛
99.3 ppm及1件同時檢出甲苯6590 ppm與甲醛152 ppm。不符合規定之產品，均已依法
處辦，本調查結果將提供行政管理參考。

關鍵詞：化粧品、網購、眼膜、面膜、唇膜、嬰兒專用濕巾、刮鬍膏、美睫產品、
香水、髮膠、假睫毛膠、防腐劑、微生物、燙髮劑、禁用溶劑、鄰苯二甲
酸酯類

+, −, ×, ÷,=, ≥, ≤, >, < 以上符號均為Time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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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之產品，考量1歲以下嬰兒皮膚厚度較薄、
角質層及皮脂層較為脆弱，且汗腺未發育完

全等，應提高產品之管理強度，故我國自

106.06.01起將其納入化粧品種類管理(1)。

大部分的化粧品含有水分，再加上臺灣

氣候溫暖潮濕，若未在化粧品製造生產等過

程嚴格控管，極易造成微生物孳生及產品腐

敗變質，因此添加適量的防腐劑有其必要

性。市面上常有宣稱無添加防腐劑、無特定

防腐劑成分等化粧品廣告，但實際可能添加

其他防腐劑成分或未如實標示等情況發生。

本次抽驗係於110年完成，爰依據108.05.30
衛生福利部公告「化粧品微生物容許量基準

表」(2)中，嬰兒用、眼部周圍用及使用於接觸

黏膜部位之化粧品，其生菌數應在100 CFU/
g或100 CFU/mL以下，其他類化粧品生菌數
應在1000 CFU/g或1000 CFU/mL以下，且不
得檢出大腸桿菌、綠膿桿菌或金黃色葡萄球

菌等。為使消費者能安心選購使用化粧品，

本次針對貼片式眼膜/唇膜/面膜類、刮鬍膏/
泡/液類、嬰兒專用濕巾等3類在「化粧品微
生物容許量基準表」中生菌數規範較嚴格及

使用時若含有微生物造成危害較高的產品進

行監測。另防腐劑部分則依據「化粧品防腐

劑成分名稱及使用限制表」(3)分別檢測常用

7種對羥苯甲酸酯類(butyl p-hydroxybenzoate 
(BP)、e thy l  p -hyd roxybenzoa te  (EP)、
i sobu ty l  p -hydroxybenzoa te  ( i so -BP)、
i sopropyl  p -hydroxybenzoate  ( iso-PP)、
m e t h y l  p - h y d r o x y b e n z o a t e  ( M P )、
propyl p-hydroxybenzoate (PP)及secbutyl 
p - h y d r o x y b e n z o a t e  ( s e c - B P ) )、 5種酸
類 (benzo ic  ac id、dehydroace t i c  ac id、
4-hydroxybenzoic acid、salicylic acid及sorbic 
acid)、甲醛、methylisothiazolinone (MI)、
methylchloroisothiazolinone (MCI)或產品標示
其他防腐劑成分，其中嬰兒專用濕巾產品另加

驗iodopropynyl butylcarbamate (IPBC)成分。

燙睫毛產品早期在美容業十分盛行，惟其

產品多為添加燙髮劑成分(thioglycolic acid、
sodium bromate及hydrogen peroxide等)，極易
造成眼睛傷害，且依據我國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4)，燙髮劑屬特定用途化粧品，應申請查

驗登記核准後始得製造及輸入販售，另依其標

籤、仿單或包裝應標示事項規定(5)中，燙髮劑

不得使用於眉毛、睫毛等頭髮以外之毛髮。近

年有不肖商人利用網路宣傳甚至以網紅代言等

方式在網路上販售，另以「角蛋白美睫」為

名，混淆民眾並規避法規，可能造成使用後睫

毛、眼睛損傷等傷害，故納入本次監測。

香水及頭髮造型類產品，具有刺激嗅覺、

修飾容貌的作用，但可能因使用劣質原料造成

有機溶劑殘留量過高、摻有禁用鄰苯二甲酸酯

類成分作為定香劑或增加延展性等(6)。

假睫毛膠 /黏著劑係將人造假睫毛黏
合於真睫毛上，因膠水中可能殘留有甲苯

(toluene)、苯(benzene)、甲醛等化學溶劑，且
眼部皮膚較為敏感脆弱，易造成眼部紅腫、起

紅疹及搔癢等過敏反應及毛囊炎，若長期接觸

甚至可能致癌(7)。

因此本次針對香水、頭髮造型類產品

及假睫毛膠 /黏著劑產品進行禁用溶劑及鄰
苯二甲酸酯等成分之檢測，包括衛生福利

部公告「化粧品禁止使用成分表」 ( 8 )中，

甲醇(methyl alcohol)、benzene、1,4-二氧六
圜(1,4-dioxane)、acetonitrile、chloroform、
dichloromethane及鄰苯二甲酸酯類成分(Benzyl 
butyl phthalate (BBP)、Bis(2-methoxyethyl) 
phthalate (DMEP)、Di(2-ethylhexyl) phthalate 
(DEHP)、Dibutyl phthalate (DBP)、Diisopentyl 
phthalate (DIPP)、Di-n-octyl phthalate (DNOP)
及Di-n-pentyl phthalate (DnPP))，另若於製造
過程中，如因所需使用之原料或其他因素，

且技術上無法避免，致含自然殘留微量時，

則其最終製品中所含之殘留量methyl alcohol
不得超過2000 ppm、1,4-dioxane不得超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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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m、鄰苯二甲酸酯類成分總殘留量不得超過
100 ppm。另toluene則屬「化粧品成分使用限
制表」中限用於指甲用產品(9)。

本次計畫共針對6類型化粧品並依產品特
性及風險進行監測，分別為貼片式眼/唇/面膜
類、刮鬍膏/泡/液類、嬰兒專用濕巾等3類產品
之防腐劑及微生物是否符合化粧品管理規範；

宣稱燙睫毛或其他角蛋白美睫產品是否含有燙

髮劑成分；香水及頭髮造型類、假睫毛膠/黏
著劑類等產品是否含有苯等禁用溶劑及鄰苯二

甲酸酯等禁用成分，以了解網路平台販售化粧

品的品質良窳，並確保民眾使用安全及維護消

費者權益。

材料與方法

一、檢體來源

本次調查之檢體係於110年購自國內各大

網購平台，抽購產品包括貼片式眼膜、唇膜、

面膜類、刮鬍膏/泡/液類、嬰兒專用濕巾、宣
稱燙睫毛或其他角蛋白美睫產品、香水及頭髮

造型類(髮霜、髮膠、髮蠟)及假睫毛膠/黏著劑
等各10件，共計購得60件化粧品檢體(表一)。
產品來源包括輸入品41件、國產品16件及未敘
明來源3件，其中輸入品以韓國15件最多，其
次為中國8件，詳如表二。

二、 實驗方法：本計畫依據食藥署官網
公開之建議方法進行檢測。

㈠化粧品中禁用鄰苯二甲酸酯類之檢驗方法
(RA03B003.002) (10)

㈡化粧品中甲醛之鑑別及含量測定㈡
(RA03B005.001) (11)

㈢化粧品中甲醇、乙腈、二氯甲烷、三氯甲
烷、苯、1,4-二氧六圜及甲苯之鑑別及含
量測定(RA03B011.001) (12)

㈣燙髮劑中溴酸鈉成分之鑑別及含量測定

表一、各產品類型抽樣來源及件數

抽樣件數

網路平台
貼片式 
眼/唇/面膜

刮鬍膏/泡
/液

嬰兒專用
濕巾

宣稱燙睫毛或其他
角蛋白美睫產品

香水及頭
髮造型類

假睫毛膠/
黏著劑

86小舖 - - - - 1 -
FriDay購物網 1 - - - 1 -
momo購物網 2 1 - - 2 1
PayEasy購物網 - - - - 1 -
Pchome線上購物 - 3 1 - - -
udn購物網 - - - - 1 -
Yahoo購物中心/超級商城 3 1 2 - 1 -
小三美日 2 - 1 - - -
蝦皮購物 1 2 2 10 1 6
樂天市場 - 2 2 - - 3
博客來 - - 1 - - -
森森購物 1 - - - - -
東森購物網 - 1 1 - 2 -
小計 10 10 10 10 10 10
註：-表示平台內未抽樣到該產品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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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03E001.001) (13)

㈤ 化 粧 品 中 溴 酸 鈉 之 檢 驗 方 法

(RA03E002.001) (14)

㈥燙髮劑中硫醇基乙酸及半胱胺酸之鑑別及
含量測定方法(RA03E003.001) (15)

㈦化粧品中氯化芐二甲烴銨之檢驗方法
(RA03P001.001) (16)

㈧化粧品中異丙基甲苯酚、酚及三氯二苯脲
之鑑別及含量測定(RA03P002.001) (17)

㈨化粧品中抗菌劑檢驗方法－Salicylic Acid, 
Zinc Pyrithione, Ketoconazole, Climbazole, 
Thiram及Piroctone Olamine之鑑別及含量
測定(RA03P003.002) (18)

㈩化粧品中抗菌劑檢驗方法－葡萄糖酸洛赫
西定、氯化本索寧及氯化鯨蠟吡啶之鑑別

及含量測定(RA03P004.001) (19)

� 化 粧 品 中 防 腐 劑 之 檢 驗 方 法

(RA03P005.001) (20)

� 化 粧 品 中 防 腐 劑 之 檢 驗 方 法 ㈡
(RA03P006.001) (21)

�化粧品中甲基異噻唑啉酮及甲基氯異噻唑

啉酮之鑑別及含量測定(RA03P009.002) (22)

�化粧品中碘丙炔正丁胺甲酸酯之檢驗方法
(RA03P013.001) (23)

� 化 粧 品 中 微 生 物 檢 驗 方 法

(RA03M001.003) (24)

表二、各產品類型之來源及檢驗結果

產品類型

不合格件數/抽樣件數 合計

國產

輸入 未敘
明
來源

不合
格
件數

總件
數韓國 中國 日本 美國 德國 法國

義大
利
土耳
其
越南 瑞士

保加
利亞

西班
牙

1.貼片眼/唇/面膜 3/4 1/4 - 0/1 - 0/1 - - - - - - - - 4 10

•眼膜 1/1 1/2 - - - 0/1 - - - - - - - - 2 4

•唇膜 1/1 0/2 - - - - - - - - - - - - 1 3

•眼及唇周膜 - - - 0/1 - - - - - - - - - - 0 1

•面膜 1/2 - - - - - - - - - - - - - 1 2

2.刮鬍膏/泡/液 2/2 - 0/1 2/2 0/1 1/1 - 0/1 1/1 - - 0/1 - - 6 10

•刮鬍泡 1/1 - 0/1 2/2 - 1/1 - - - - - 0/1 - - 4 6

•刮鬍膏 1/1 - - - 0/1 - - 0/1 1/1 - - - - - 2 4

3.嬰兒專用濕巾 1/3 0/1 2/4 - - - - 0/1 - 1/1 - - - - 4 10

4.美睫產品 - 4/4 2/2 - 1/1 - - - - - - - - 3/3 10 10

5.香水及整髮 0/3 0/2 0/1 - - - 0/2 - - - 0/1 - 0/1 - 0 10

•香水 0/1 - - - - - 0/2 - - - 0/1 - 0/1 - 0 5

•整髮 0/2 0/2 0/1 - - - - - - - - - - - 0 5

6.假睫毛膠/黏著劑 1/4 1/4 - 1/2 - - - - - - - - - - 3 10

不合格件數合計 7 6 4 3 1 1 0 0 1 1 0 0 0 3 27

總件數 16 15 8 5 2 2 2 2 1 1 1 1 1 3 60

註：-表示未抽樣到該國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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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本次計畫之檢體係於110年度於國內知名
電子商務平台價購化粧品共60件。依產品來源
及類型區分(表二)，國產品16件中，包括眼/唇/
面膜4件、假睫毛膠/黏著劑4件、嬰兒專用濕巾
3件、刮鬍膏2件、頭髮造型品2件及香水1件，
另在宣稱燙睫毛或其他角蛋白美睫產品部分，

則無購買到國產品。在輸入品41件中，以產
品來自韓國15件最多，分別為美睫產品4件、
假睫毛膠/黏著劑4件、眼/唇膜4件、頭髮造
型品2件及嬰兒專用濕巾1件。未敘明來源有3
件，均為宣稱燙睫毛或其他角蛋白美睫產品。

一、防腐劑及微生物檢驗結果

在貼片式眼/唇/面膜類、刮鬍膏/泡/液類、
嬰兒專用濕巾監測防腐劑及微生物的檢驗結果

中，13件檢出防腐劑與產品外包裝標示成分
不符(有標示未檢出或未標示有檢出)，分別為
唇/眼/面膜4件、刮鬍膏/泡6件、嬰兒專用濕巾
3件，其檢出未標示防腐劑成分之含量均符合

限量標準，惟其中1件嬰兒專用濕巾檢出未標
示之MI成分，該成分限用於立即沖洗產品；
在微生物部分，1件嬰兒專用濕巾生菌數超標
(1.4×106 CFU/g)，其餘均符合化粧品微生物容
許量基準規定。以下就各類別分析：

㈠貼片式眼膜、唇膜、面膜類
食藥署曾分別於107及108年度網購計畫監
測面膜之防腐劑、微生物(表三)，本次增
加貼片式眼膜及唇膜作為監測對象，檢驗

結果有4件防腐劑成分與包裝標示不符，
分別眼膜2件、唇膜及面膜各1件。
㈡刮鬍膏/泡/液類
本次為首次針對刮鬍膏 /泡 /液類產品進
行監測，結果6件防腐劑與標示不符，不
符比例偏高，而其中1件外包裝標示含有
「硼酸鈉(Sodium Borate)」，硼酸鈉為化
粧品禁止使用成分，產品經檢驗並未檢出

該成分。

㈢嬰兒專用濕巾
嬰兒專用濕巾自106.06.01起納入化粧品種
類管理後，食藥署曾於107年度進行市售

表三、105-110年度網購化粧品監測防腐劑及微生物的檢驗結果

年度 產品類型 總件數
不合格件數

防腐劑 % 微生物 % 總計 %
105 洗面乳 16 - - 0   0.0 0 0.0
106 化粧水 10 - - 0   0.0 0 0.0

護唇膏 10 0   0.0 - - 0 0.0
107 乳霜 10 0   0.0 - - 0 0.0

面膜 10 3 30.0 - - 3 30.0
108 面膜 20 - - 0   0.0 0 0.0
109 彩粧品(唇膏、眼影、粉底/餅) 10 - - 0  0.0 0 0.0
110 貼片式眼/唇/面膜 10 4 40.0 0   0.0 4 40.0

刮鬍膏/泡 10 6 60.0 0   0.0 6 60.0
嬰兒專用濕巾 10 3 30.0 1 10.0 4 40.0
合計 116 16* 26.7 1   1.2 17 14.7

註：-表示未進行該檢測項目
*均為檢驗結果與產品包裝標示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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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專用濕巾微生物及防腐劑之品質監測

計畫(25)，共抽驗29件嬰兒專用濕巾，其中
8件防腐劑與產品外包裝成分標示不符(不
合格率27.6%)，微生物則均未檢出。108-
109年度亦於市售抽驗38件嬰兒專用濕巾
(26)，結果有1件生菌數不符合，5件防腐劑
不符合規定(不合格率13.2%)，包括3件檢
出防腐劑與產品外包裝成分標示不符及2

件檢出不得使用於三歲以下孩童之IPBC
防腐劑成分，本次10件嬰兒專用濕巾，
1件生菌數不符規定，3件防腐劑標示不
符，惟均未檢出IPBC成分(表四)。
本次防腐劑成分檢出情形統計(表五)，

30件化粧品中防腐劑成分檢出次數前三
名依序為phenoxyethanol、MP、benzoic 
acid，與國內相關研究(27,28)相較，差異不

表四、107-110年度嬰兒專用濕巾調查結果比較

年度 產品來源 總件數
不合格 
件數(%)

檢驗項目及結果

防腐劑 微生物

107 市售抽樣 29 8 (27.6) 8件標示不符 0
108-109 市售抽樣 38 6 (15.8) 3件標示不符

2件檢出3歲以下孩童不得使用成分(IPBC)
1件生菌數不合格

110 網路價購 10 4 (40.0) 3件標示不符，其中1件檢出限用立即沖洗
產品成分(MI)

1件生菌數不合格

合計 77 18 (23.4) 16 (20.8) 2 (2.6)

表五、30件產品中防腐劑成分檢出情形

成分名稱 貼片式眼/唇/面膜 刮鬍膏 嬰兒專用濕巾 合計 使用率

Phenoxyethanol 8 4 3 15 50.0%
Methyl p-hydroxybenzoate 6 4 - 10 33.3%
Benzoic acid 1 1 5 7 23.3%
Chlorphenesin 4 - 2 6 20.0%
Benzalkonium chloride - - 4 4 13.3%
Sorbic acid 1 1 1 3 10.0%
4-Hydroxybenzoic acid - 3 - 3 10.0%
Dehydroacetic acid 1 - 1 2 6.7%
o-Cymen-5-ol 
(Isopropyl methylphenol) 1 1 - 2 6.7%

Benzyl alcohol - 1 1 2 6.7%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 - 2 2 6.7%
Salicylic acid - 1 - 1 3.3%
Propyl p-hydroxybenzoate - 1 - 1 3.3%
Methylisothiazolinone - - 1 1 3.3%
Iodopropynyl butylcarbamate 1 - - 1 3.3%
Piroctone olamine - 1 - 1 3.3%
註：-表示該成分未檢出(僅列有檢出次數之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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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惟國際間含MI成分之化粧品引起皮
膚過敏的事件頻傳，106年歐盟及我國均
限用於立即沖洗產品，因此MI的使用及
檢出頻率均下降。

二、 宣稱燙睫毛或其他角蛋白美睫產品-
燙髮劑成分檢驗結果

本次抽驗10件宣稱燙睫毛或其他角蛋白
美睫產品均含有1、2劑，依據產品標示及劑
型分別檢測thioglycolic acid、cysteine、sodium 
bromate及hydrogen peroxide等常用燙髮劑成
分。檢驗結果在第1劑均檢出thioglycolic acid
成分 (含量範圍為0.8-9.0%)；在第2劑則有7件
檢出sodium bromate (含量範圍4.4-8.7%)、1件
檢出hydrogen peroxide (含量3.7%)，兩者均為
常見燙髮劑二劑成分，另有2件未檢出，惟1件
包裝標示含成分有「Sodium Bromate」。
依據化粧品管理規定，thioglycolic acid非

作燙髮劑用途時，應參照「化粧品成分使用限

制表」之規定，僅能用於立即沖洗之髮用產

品，限量為2%。另hydrogen peroxide若非使用
於染髮、燙髮及牙齒美白產品作為氧化劑，為

化粧品禁止使用成分。

因此本次研究10件宣稱燙睫毛或其他角蛋
白美睫產品均不符合規範，已移請權責衛生局

裁處。另建議應持續監測，並輔導業者了解相

關法規規範及強化民眾選購化粧品觀念，以提

升消費意識，杜絕違規產品於市面流通。

三、 禁用溶劑及鄰苯二甲酸酯等成分檢
驗結果

㈠香水及頭髮造型類
食藥署曾於109年度抽驗20件市售髮膠類
產品，其中1件檢出甲醛257 ppm (29)。故

本次計畫納入此類產品，以了解電商平台

販售的品質良窳。本次香水及頭髮造型

類化粧品各佔5件，針對禁用溶劑(包含甲
苯、甲醛、甲醇、乙腈、二氯甲烷、三氯

甲烷、苯、1,4-二氧六圜)及鄰苯二甲酸酯
類成分之檢驗結果均符合規定。

㈡假睫毛膠/黏著劑類
在10件假睫毛膠/黏著劑部分，針對禁用
溶劑及鄰苯二甲酸酯類等成分進行監測，

檢驗結果有3件不符規定，包括2件檢出甲
醛，檢出量分別為99.3 ppm及152 ppm，
超過殘留限量75 ppm之規定，其中1件
同時檢出限用於指甲用產品之甲苯6590 
ppm，另有1件檢出化粧品禁止使用成分
苯29.0 ppm。食藥署曾於109年執行網購
假睫毛膠/黏著劑抽驗計畫(30)，10件抽驗
產品中2件不符合規定，分別為為甲苯2.5 
ppm及苯24.6 ppm。本次監測結果不合格
率及檢出量均較高，建議未來應持續該類

產品之監測並加強輔導業者改善產品品

質。

本計畫執行結果，品質或標示不符規定之

化粧品均已由地方衛生局依法查處。為避免使

用化粧品時受到不當傷害，建議消費者在選購

化粧品時，慎選通路平台及產品來源，且應注

意產品標示，不購買標示不明或誇大不實之產

品，如有疑慮可至「食藥署網站>食藥闢謠專
區>化粧品」查詢或至「TFDA化粧品安全使
用粉絲團」了解相關訊息，以確保使用安全及

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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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otal of 60 (16 domestic, 41 imported, 3 unknown) cosmetic products were sampled from 13 
internet platforms for quality surveillance. The patches/facial masks (eye/lip/face), shaving creams, 
and baby wipes were analyzed to monitor whether the contents of preservatives and microbial meet the 
criteria of limit restriction; the eyelash perm kits were inspected by monitoring the three perming agents, 
including thioglycolic acid, sodium bromate and hydrogen peroxide; the perfumes, hair sprays and 
eyelash adhesives were monitored by detecting the presence of the prohibited solvents and phthalat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3 products (6 products of shaving cream, 4 products of eye/lip/mask patches and 3 
products of baby wipes) were detected the presence of preservatives that did not match the product label, 
and the remaining one product of the baby wipes was detected bacterial count of 1.4×106 CFU/g, which 
did not comply with the criteria of limit restriction of below 100 CFU/g. Ten samples of the eyelash 
products were detected the presence of the hair perm ingredients that are not allowed to be added to the 
products of this category. All the perfumes and hair sprays were qualified in the absence of prohibited 
solvents and phthalates. Two of the eyelash glues were detected presence of the prohibited ingredients of 
benzene of 29.0 ppm and formaldehyde of 99.3 ppm, respectively, while a third was detected presence of 
toluene of 6,590 ppm and formaldehyde of 152 ppm simultaneously. These non-compliant products would 
be ceased to be sold online. The results of this surveillance project would also be provided as reference to 
the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 cosmetics, online shopping, e-commerce, eye masks, facial masks, lip masks, baby 

wipes, shaving cream/foam, eyelash perm kit, perfumes, hair sprays, false eyelash 

adhesives, preservatives, microorganisms, perming agents, prohibited solvents, 

phthala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