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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保健品的虚假宣传，人们自然联想到去

年的“权健事件”和浙江特大制售假降糖保健食品

案。“保健品”市场乱象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巨

大伤害，但同时也引发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拳打

击整治。今年1月8日，13个部委联合部署“百日

行动”，截至3月10日，结案案值已达到77.9亿

元。本月初，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再次发布公告，将

对保健食品的部分保健功能声称表述进行调整或

取消。如何正确认识保健品？如何识别保健品的

虚假宣传？本期健康问诊将帮助你擦亮眼睛。

□ 记者 蔡富根/文 王恒/漫画

纤维有助排便、补钙稳定血压、吃

可可粉能减肥……记者调研发现，这

些在国内流传颇广的保健“常识”，其

实至少在欧盟并没有得到官方认可。

全球范围内，欧盟是公认的保

健品监管较为严格的地方。在欧盟

委员会官方网站上，可查到一份共

800多页的清单。记者浏览这个清

单发现，一些广为流传的健康“常

识”，其实并不正确或者未获得足够

的证据支持。

例如，膳食纤维摄入有助增强

饱腹感、规律排便、体重管理、维持

正常血糖浓度和维持血液胆固醇水

平等说法，就未被欧盟食安局采纳。

补钙有益身体健康的说法也

广为流传。欧盟食安局在一篇科

学意见文章里肯定了补钙对骨骼

和牙齿健康、肌肉功能和凝血功能

的益处，但同时澄清，没有足够证

据支持补钙与稳定血压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

近年来，吃可可粉能减肥的说

法逐渐流传开来。但欧盟食安局评

估认为，吃可可粉与维持正常体重

之间尚无法建立因果关系。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

日前发布消费警示，提醒消费者科

学认识保健品，警惕各类虚假宣传

和营销行为，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并

理性食用保健品。

国家二级营养师程圣鸿提醒消

费者，保健品是适宜于特定人群的、

具有一定保健功能、不以治疗疾病

为目的的产品。消费者切勿听信不

法商家对保健品的虚假广告和夸大

宣传，特别要警惕以防治疾病为噱

头，声称“绝对安全”“完全没有副作

用”的宣传。

程圣鸿说，保健品并非人人都

需要。消费者应根据自身体质状

况，选择适合的产品，严格按照食

用方法和食用量服用。必要时应

咨询医生、营养师等专业人士，身

体不适务必及时到正规医院诊治，

以免贻误治疗时机。

消费者应通过信誉良好的商

场、超市、药店等购买保健品。正规

的保健品外包装上标有天蓝色、形

如帽子的标志，下方标有食药监部

门的批准文号。可通过食药监部门

官网查询、核对产品批号和功能声

称是否存在虚假、套用等问题，谨防

假冒伪劣产品。

此外，特别提醒，老年人和病弱

人群中的消费者，应远离所谓的专

家义诊、免费体检、健康讲座、组织

旅游、居家养老、会议营销等保健养

生宣传、营销行为。发生消费纠纷

时，可致电12315依法维权。

保健品功能吹得天花乱坠
识别乱象理性食用防上当

为进一步加强保健食品保健功能声称管理，4月初，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征求调整保健食品保健功能意见的公告，将对

保健食品的部分保健功能声称表述进行调整或取消，对一些保健

功能进一步研究论证。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对不同历史时期批准的保健功能进行

梳理汇总的基础上，组织医学、药学、食品、营养等领域专家进

行多次论证，研究提出了调整保健功能的意见。堵塞保健食品

功能声称被虚假宣传的漏洞，提升消费者对保健食品功能声称

的科学认知和准确判定，避免与药品疾病预防和治疗作用混淆。

首批拟调整功能声称表述的保健功能包括免疫调节、抗疲劳、

改善骨质疏松、改善胃肠功能、减肥、美容等。

拟取消的保健功能包括改善皮肤油分、促进生长发育、促进

泌乳、抑制肿瘤、预防青少年近视等。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的保

健功能包括辅助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促进排铅等。

保健食品声称的保健功能 将面临调整或取消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典型的诱骗行为，有三方面表现

专家表示，保健食品欺诈和虚

假宣传问题比较突出，社会反映强

烈，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食品、保健食品非法添

加、非法声称和虚假宣传。

二是采用发布虚假广告和不正

当手段推销产品，误导和欺骗消费

者，其中针对中老年人和病人的欺

诈行为较多。

三是故意混淆普通食品、保健食

品和药品三者概念，特别是普通食品、

保健食品违法宣称疗效，消费者很难

辨识，容易上当受骗。

专家称，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是

典型的诱骗消费者行为，建议按照

商业欺诈或者诈骗罪来定性。

专家建议政府部门要实现联合

惩戒，依法进行没收经营所得等财

产罚、吊销执照等资格罚，同时加

强征信管理。

说
乱
象

商家推销保健品的4个套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责人日前在接受采访时，介

绍了保健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常用的4个套路，帮您识别骗局，保

护自身权益。

套路一：免费礼品 保健品销售人员免费送礼品，如鸡蛋、大米、

购物车、面、油、杯等等，引诱老年人上钩。推销人员大多通过发宣传单，

免费发放礼品，或用保健品包装盒、票据换礼品，让老年人进入圈套。

套路二：夸大承诺 一些保健品销售公司往往无据承诺、虚

假承诺、夸大承诺。他们宣称销售的产品能治高血压、降血脂，

对胃好、对肾好、对肝好，还可控制糖尿病……类似的保健品诈

骗销售方式不断重复，最终引诱老年人信以为真。

套路三：登记信息 无论通过什么途径吸引来的老年人，一些

保健品推销人员往往会要求详细填写住址、病史、电话等基本信息。

同时趁机问问老人家里有没有老伴、几个孩子、身体怎么样，一方面

拉近关系，另一方面套取更重要的信息，为后续销售保健品打基础。

套路四：“亲情”服务 有些保健品推销人员经常家访，去老

人家里提点水果、蔬菜看望，陪老人聊天。只要老人高兴，让他

们买保健品就不是问题了。

如今，养生盛行，鱼油、蛋白粉、蜂

胶、鱼翅、燕窝…各种昂贵的保健品琳

琅满目，但这些真有神奇的效果吗？

人民日报曾揭秘了以下保健食品，快

来看看吧！

鱼油：还不如直接吃鱼 鱼油对于

心血管健康的好处，已经得到了比较

广泛的认同，它对于胎儿发育的影响，

近年来也得初步印证。从健康的作用

上说，吃鱼要比吃鱼油更好。除了鱼

油之外，鱼还提供优质的蛋白以及维

生素矿物质等微量元素，鱼肉中的饱

和脂酸很低，对于心血管健康有利。

蛋白粉：你真的需要补充蛋白质

吗 一罐 400 克的蛋白粉卖到二三百

块，其实它只是提纯了的大豆蛋白、酪

蛋白、乳清蛋白的粉剂或上述几种蛋

白组合体构成的粉剂。健康成人所需

的蛋白质为每日 50～70 克，这些数量

的蛋白质是完全可以通过正常饮食来

満足的。正常饮食的健康人不需要额

外补充蛋白粉。

燕窝：营养高不过豆腐 燕窝中的

主要营养成分也是蛋白质。科学检测

发现、豆制品所含的成分与燕窝中所含

的营养成分比较靠近。此外，豆制品中

还含有燕窝所没有的成分，如植物性激

素、大豆异黄酮等。这些激素可以有效

抑制心脑血管疾病和部分恶性肿瘤。

蜂胶：功效尚未得到权威认证 蜂

胶是蜜蜂从植物芽孢上采集的树脂再

加上自己的分泌物得到的一种胶状物，

用来建造蜂房。事实上，蜂胶功效的研

究多集中在动物或者细胞身上，针対人

的功效在医学上尚未得出明确结论。

记者了解到，保健行业之所以蓬

勃发展，与消费者对“健康”的刚需密

不可分。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秘书长刘

学聪告诉记者，目前保健行业最主要

问题是违法营销和虚假宣传等。“社会

各界对保健品的态度褒贬不一，但保

健品的总体形象不好，造成这些乱象

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根据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的数

据，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共批准了约

16000 个保健食品的注册号，2300 多家

企业，产值将近4000亿元，从业人员达

600多万。

“目前我国保健食品的市场规模

已达 4000 亿元。但是从产业角度来

讲，应该称之为营养健康产业。现在

该产业是投资洼地，未来5年零售规模

有望达到2万亿元，10年后有望达4万

亿元。”中国保健协会市场工作委员会

秘书长王大宏告诉记者。

而保健服务方面，《中国保健服务

产业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已拥有

各种类型及规模的保健服务企业 140

万家，从业人员2000多万，年服务对象

达 70 多亿人次，年创造产值约 6000 亿

元，约占 GDP 的 2.3%。预计到 2020

年，我国保健服务业年平均增长率有

望保持在20%以上。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保健市场秩

序混乱的现象，必须标本兼治，最终靠

产业的良性发展来实现。”王大宏说。

我国保健食品市场规模达4000亿元

看延伸

平均成本只占零售价格的10%左右
“权健事件”暴露保健行业乱象

2018 年 12 月 25 日，丁香医生

发布文章称，权健这家靠天价保健

鞋垫和负离子卫生巾起家的公司，

在 7000 多家加盟火疗店的掩护

下，花了 14 年，构建起一个年销售

额接近200亿元的保健帝国。

事件曝光后，天津市人民政府成

立联合调查组进驻权健集团展开核查。

2019 年 1 月 7 日，天津市公安

机关对权健公司实际控制人束某某

等18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

被曝光的权健背后，是乱象丛

生的所谓保健品市场。有报告称，

保健品的平均成本只占零售价格的

10%左右，在低成本高利润的驱动

下，保健行业野蛮生长。

举
案
例

浙江侦破特大制售假降糖保健食品案
售价百余元成本仅一两元，案值16亿元！

售价百余元一盒的降糖保健

食 品 ，成 本 其 实 不 超 过 两 元 ，开

始服用时降糖“效果”很明显，是

因为非法添加了格列本脲等西药

成 分 ，长 期 大 量 服 用 会 损 害 肝 、

肾功能甚至死亡。

浙江台州警方去年侦破一起特

大制售假降糖保健食品案，查证已

售出有毒有害降糖保健食品 4200

余万盒，涉案金额高达16亿元。

食品基本属性并无改变 别把保健食品当成药品

当前，保健食品商标虚假标识

行为严重。标签、外观包装图案与

文字、使用说明书、宣传广告与其

注册或备案的内容相差甚远，将保

健功能肆意夸大到疾病预防、治疗

功能。很多产品未标明使用人群与

不使用人群，而扩大至适用所有年

龄阶段人群，未标注“本品不能代

替药物”。

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安全法研究

中心主任刘筠筠:一些保健食品声

称有秘方，其成分是什么、疗效几

何、副作用有多大，根本就是一个

暗箱。

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会

会长唐民皓:保健食品不是药品，

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可以调节

机体的某些功能，适宜于特定人

群食用。根据《食品安全法》规

定，保健食品必须经过注册或备

案。目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注

册的保健食品允许声称的保健功

能主要有 27 类，依法备案的保健

食品允许声称的保健功能为补充

维生素、矿物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食品药品

与犯罪研究中心研究员曾文远:无

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法律都禁止保

健食品企业宣传具有疾病预防或

者治疗的功能，宣传无论是明示还

是暗示都是禁止的。基于保健食

品的特别功能即人体机能调节功

能，国家将其从食品中相对独立出

来予以监管，只能说给予了更严格

的监管，但其食品的基本属性并无

发生改变。

谈
真
相

有一说

4种很贵的保健食品其实并不神奇

科学认识保健品 理性食用不盲目

保健品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

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对保健品宣传的

监管。全球范围看，欧盟对保健品监

管较为严格。让我们看看，欧盟是如

何管理保健品宣传的。

在欧盟，保健品的正式名字是膳

食补充剂。欧盟食品安全局明确表

示：“膳食补充剂作为食品接受监

管。”保健品是食品，不是药，所以绝

不能称有“治病”效果。这是中西方

在保健品宣传中都必须遵守的一条

“铁律”。

欧盟规定，食品宣传分营养声明

和健康声明两个部分。怎么使用它

们有明确的“规矩”，十分严谨。

营养声明是指说明食品中含某

种营养成分，例如“低脂肪”或“高纤

维”等。健康声明是指对食物与健康

之间关系的声明，比如“补钙有助儿

童骨骼生长发育”。

“营养”宣传是不能涉及“健康”

效果的，目的是防止不法厂商玩文字

游戏，误导消费者。

在欧盟，任何类似“补钙有助儿

童骨骼生长发育”的健康声明，都必

须由欧盟委员会经过专门程序批准

后方可使用，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

要通过欧盟食品安全局的科学评估。

欧盟禁止使用过于模糊的营养

或保健效果宣传。

欧盟是怎么监管保健品宣传的他
山
石

别轻信

谨提防

这些保健“常识”不靠谱

错！错！错！
莫！莫！莫！

售价百余元的保健品成本仅一两元

自称降糖保健食品其实是加了西药成分

吃鱼油其实不如直接吃鱼

保健品

（本报综合新华社、法制日报、人民日报报道）

堵漏洞

识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