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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监局发布最新规定，保健食品名称中不切实际和夸大性词语被禁用

部分保健品下架躲避风头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彦慧 见习记者 赵辉

买药不超五元刷不了医保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表示无此规定，

市民可书面投诉药店

本报威海 4 月 2 日讯
(记者 林丹丹 ) 市民苗
女士去文化西路一家药
店购买感冒药时，因没带
现金想要刷医保卡支付，
可是被药店工作人员告
知，购药低于 5 元钱不能
刷医保卡，只能用现金购
买。苗女士很疑惑，难道
刷医保卡还有最低消费
额？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局工作人员表示，使用医
保卡并没有最低消费额
度限制，市民可以书面投
诉不允许刷卡的药店。

苗女士因为感冒，到小
区附近的一家药店买了几
包感冒药，共消费3元钱。因
为没带现金，苗女士准备用
医保卡支付，但药店工作人
员却说低于5元钱是不能使
用医保卡支付的，如果苗女
士想要使用医保卡，必须在
药店购买5元以上的药品。
因为不需要太多感冒药，苗

女士只好去朋友家借了3元
钱，没能用医保卡支付。

2日上午，记者来到文
化西路这家药店，记者询问
购买5元钱以下的药品能否
使用医保卡时，得到了和苗
女士一样的答复。随后，记
者走访了文化西路多家药
店，均未出现此类情况。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
员说，药店对低于5元的药
品不允许刷医保卡，可能是
因为药店怕麻烦，同时想让
消费者多购买些药品。

随后，记者电话咨询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稽
查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威海并没有设置最低消费
额度的限制。如果市民遇到
不规范的药店，可以到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书
面投诉。但是，药店工作人
员可以拒绝市民使用医保
卡购买计生用品和医疗器
械。

国家药监局3月20日发布《保健食品命名规定》和《保健食品命名指南》，严禁保健食品
中出现含有祖传、秘制、宫廷等词；速效、第一、全面等不切实际用语；消炎、活血、解毒等
夸大性、绝对化的词语也被禁用。新规之下，威海的保健品市场如何？4月2日，记者对威海
市区的10余家保健品药店进行了调查。

在售保健品仍违规使用禁用词
4月2日，记者走访10

余家药店发现，违规使用
禁用词和吹嘘功效的保健
品仍然很多。“特效”、“天
然”等字眼在美容、减肥等
保健品中随处可见。一些
标着“天然”二字的维生素

配料表上，明确标明添加
了化学合成原料。在公园
路的一家药店，保健品专
柜上一款名为“康博戒烟
灵”的货品旁，促销牌上明
显标注着“抗氧化、解毒、
帮助排铅”的宣传语。

记者在昆明路一家大
药店看到，虽然货架标示
为“保健品”，但上面的货
品却五花八门，有一半是
食品类商品。同样，在和平
路的一家药店，标注为“保
健品系列”的柜台上，一个

名称为“冠代”螺旋藻的商
品上既没有“蓝帽”标志，
也没有QS生产许可证。工
作人员对记者的质疑解释
称，这些都属于保健品行
列，只是有些标志的申请
需要一定的时间。

药店保健品下架，部分市民抢购
2日上午，在公园路

的燕喜堂药店，保健品柜
台摆放着琳琅满目的货
品。当记者说想过几天再
来购买一些蛋白质粉时，
工作人员立即回答说：

“要买就快买，不然就买
不到了。”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药店刚接到医保处
通知，药店不允许再销售
保健品，一两天内可能全
部撤柜。

当天下午，在环翠楼
广场附近的开心人大药
房，保健品货柜已经空空
如也。一位工作人员面对

记者的咨询很谨慎，她说，
这些保健品刚刚下架，因
为接到了医保处的通知，
在一两天内必须对店内的
保健品进行清理。

在仁济大药房，一位
市民拎了两大瓶蛋白粉和
大大小小的保健品，还购
买了两瓶蜂蜜。“听说要整
治药店行业，以后药店不
能刷医保卡买保健品了。”
这位市民向记者透露，他
想赶着最后的时限“套”点
东西。据了解，一些消息灵
通的市民开始抓紧时间用
医保卡购买保健品。记者

在环翠楼大药房也见到了
市民抢购的情况。

而在新威路的德胜堂
药店，店员已经对部分保
健品进行了打包，一些保
健品柜台已经空余。当记
者说要购买蜂胶时，工作
人员从货柜下方的抽屉里
拿出十余瓶蜂胶，并告诉
记者，医保处已经禁止药
店继续销售保健品，目前
药店正在迎接检查，这些
保健品将暂时全部下架。

“暂时先不卖了，不过你要
真想要，可以直接到柜台
咨询。”

面对下架通知，不少市民叫好
记者走访的 1 0余家

药店，近半数已经开始
对店内的保健品进行整
顿和清理。“这是好事，
这些保健品早该有人管
管了，放在药店里，我们
都当药买，这不耽误治

病吗？”对于药店的保健
品下架，不少市民叫好。

市民王女士对记者
说，家里老人经常听信
药店工作人员的推销，
买回一堆保健品。“这些
保健品根本不是药，不

仅价格贵，老人吃了一
点好转也没有。”王女士
认为，药店销售保健品
的风气应该治理，“到药
店就是买药，不应该被
虚假宣传的保健品误导
了。”

▲药店展架上放着部分保健品，上面的宣传语仍很浮夸。
促销牌上明显标注着“抗氧化、解毒”的宣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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