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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保健

食品也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不论是

大商场、超市还是小商店、摊点上都

有形形色色的保健食品，在人们的

生活中占据着一席之地。针对保健

食品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部

门应加大对保健品市场的监管力

度，研究出台有效措施加以治理，维

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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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被吹成
治病良药

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养
生观念的形成，保健食品市场销售日益
红火。一些商家在广告中或明或暗地宣
传保健品的种种“神奇”功效，事实果真
如此吗？

近日，家住潍城区仓南街的陈先生
看到一则保健品广告，广告上称该保健
品可以治疗水肿，宣传中还写道“一
盒，水肿部位胀痛感消失，一疗程，水
肿进一步消退……”的字眼。陈先生觉
得这种保健品非常适合自己治疗糖尿病
引起的水肿，就订购了2盒。工作人员
很快把产品送到陈先生家中，并告知服
用方法。

开始服用保健品后，陈先生也停止
服用以前的利尿药物。3天后，陈先生发
现，水肿症状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有加重
的现象。他打电话咨询经营方，工作人员

告知，需要加大药量，治疗效果才会明
显。陈先生便继续服用，可陈先生的身体
水肿更加严重。陈先生怕水肿现象继续
严重，便不再继续服用该保健品，并要求
经营方退货，给予赔偿。可是，经营方始
终坚持，自己没有让陈先生停止服用药
物，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只同意退还陈
先生未服用的保健品。

随后，陈先生带着未吃完的保健品
来到潍城区消协，要求经营方退货赔偿，
最终在消协的帮助下陈先生退掉了保健
品，并得到了一定的赔偿。

潍城消协工作人员介绍，保健品在
预防疾病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当
成药品来用，保健品的标签和说明书都
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或治疗功能。但是，现
在不少保健品广告刻意夸大产品效果，
误导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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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是指表明具有特定保

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

为目的的食品，不以治疗疾病为目

的，但是，一些保健食品的经营者想

方设法将保健食品当药品来卖，承

诺产品的功效，宣传疗效。虚假、夸

大的宣传误导了消费者，混淆了保

健食品的真实含义。为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消费者在购买保健食品时

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关注质量信息，增强识别能力

保健食品的监管部门，会经常

对保健食品的质量进行检测，并会

将产品监测信息向社会进行公开，

消费者可以通过关注各种质量检测

的信息来了解产品的质量情况，同

时要通过各种渠道增强保健食品的

相关知识，提高认知能力。

二、勿信虚假广告，选择适宜产品

虽然保健食品广告目前已开始

逐步规范，但各种形式的讲座、导

购、网购、无店铺销售等仍存在不少

虚假宣传的情况。将保健食品混同

于普通食品或药品进行宣传，是一

些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进行违法宣传

的惯用手段。事实上，保健食品与普

通食品、药品有着本质的区别，消费

者在购买时，不要轻信广告的宣传。

三、正规渠道购买，索取销售凭证

消费者最好能从正规渠道选购

保健食品。保健食品标志为天蓝色

图案，下有保健食品字样，俗称“蓝

帽子”。购买时除了要认清保健食品

的标识和看清产品的批准文号(“国

食健字”或“卫食健字”)外，还要及

时索要购货凭证，以利自身维权。

四、对违规行为进行举报

发现保健食品经营违法行为要

积极、及时向食品药品监督、工商机

关等有关职能部门举报，形成全社

会齐抓共管的合力，共同打击违法

行为，净化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

本报记者 赵松刚

保健品消费

要“擦亮眼”

本报记者 赵松刚

保健品是否百般好？

潍坊市工商局奎文分局梨园工商所
在食品安全大会战中，发现保健食品市
场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引起人们关注。

对保健食品的功效夸大宣传，这是一
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保健食品是指表明具
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
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
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
慢性危害的食品。但是，一些保健食品的经
营者想方设法将保健食品当药品来卖，承
诺产品的功效，宣传疗效。

虚假、夸大的宣传误导了消费者，
混淆了保健食品的真实含义。比如本来
软化血管的一种保健品，销售者在宣传
介绍时，称其能美容、治疗多种疾病

等，与产品说明上的介绍根本不相符。
多数保健食品经营者将保健食品与药品
的概念有意进行混淆，误导消费者，一
些“久病乱投医”的消费者(尤其是老
年人)往往会上当。还有一些保健品销
售商家采用“医生”坐堂就诊、“专
家”点评推荐、“患者”现身说法等极
具欺骗性的方式，将只具有某种保健功
能的产品虚夸为具有治疗作用的药品，
一些市民购买使用后效果远不及宣传，
有的甚至适得其反。

此外，市场上许多保健食品的标识
标志不齐全、不规范。有的保健品名称仿
冒一些名牌产品，混淆消费者的视线；有
的生产地址模糊，联系电话根本打不通；
有的甚至是“三无”产品。

本报记者 赵松刚 本报通讯员 张丽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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