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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神油油到到底底是是啥啥，，““大大师师””也也说说不不清清
食药监局突击检查，确定其为三无产品

本 报 济 南 1 1 月 4 日 讯
（ 见 习 记 者 王 建 伟 李
阳） 4日上午，接到本报记
者的举报后，天桥区食药监
局的执法人员到现场对“泽
某掌纹通络第一家庭植物
养生会”检查。“我们看了那
款写着‘精气神’的产品，颜
色和大小都跟风油精差不
多，可以确定这是一款三无
产品。”

执法人员问泽某是一
种什么产品，“他既不承认
是化妆品，也不承认是保健
品，说是他自己研发在深圳
生产的，无法提供生产的相
关资质。”尽管泽某没有说
清楚自己研发的是什么产
品，但其养生会的网站上却
声称，泽某“开创了微经络
平衡整体自然诊疗法，形成
了植物美容瘦身健身养生
独 有 的 现 实 。把 传 统 的 减
肥、美容、保健品、壮阳市场
四 合 一 。对 于 传 统 减 肥 市
场、美容市场、保健品市场、
壮阳药市场是颠覆性的。在
临床上对于医疗市场也是
震撼性的”。

“至于究竟是一种什么
样的产品，我们下一步会做
进 一 步 的 监 督 、检 查 和 检
验。”相关执法人员称已经
向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汇报了有关情况，请求
技术部门支持，委托有资质
的单位做进一步化验。

值得注意的是，该养生
会在经营中，颇有一些钻营
之法。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由于在一些行为上难以明
确界定，相关执法部门一度
对如何执法泽某的相关行
为产生疑惑。

天桥区工商分局一工
作人员受理记者举报时称，
涉及食品、药品、保健品的
问题需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处理。当被问及保健用
品实际效果与其宣称的效
果不符应找哪个部门时，该
人员则称，“虚假宣传归食
药监局，这也不是我说的，
你回去查查食品安全法。”

“如果是涉及保健品，
我们将会做进一步监督和
检查；如果涉嫌虚假宣传，
要由工商部门依法做出处
理；如果他的产品宣称有药
用价值，有医疗行为，宣称
能治病，则可能需要卫生监
督部门做出处理。”天桥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执
法人员给了记者不同的说
法。

养生狂热之下，只要敢说就有敢信的

耍耍耍耍嘴嘴皮皮就就成成““养养生生大大师师””
■ 专家太忙缺席，“砖家”粉墨登场

一个日渐被关注到的现象
是，真正的专家没有时间或“不
屑于”做养生科普，为虚假大师
的流行提供了空间。有媒体就曾
调查发现，有41%的受访者认为
越来越多的人迷信所谓的养生
大师，原因在于真正有权威的养
生专家太少。

与此对应的是，目前，我国
对于“养生”这类与医疗擦边的
行为尚无明确规定，正规医院

“营养科”数量少，这就造成了真

正权威专家在养生市场中的缺
席。

业内人士表示，之所以缺少真
正的中医养生专家，因为真正的专
家很注重专业水平，追求行业内的
精通、高深，不愿去做科普类的活
动宣传，正是如此使得张悟本、李
一之流的“养生大师”有空可钻。但
梁江久表示，专家并不是“不愿意
说”，而是没有时间。梁江久认为，
不论大小病，患者都要去大医院，
这样一来医生工作量很大，腾不出

时间去科普养生知识。
在谈及前述泽某的手抹精

油减肥法时，著名脉诊专家、山
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
科主任医师齐向华就表示，自己
从医30年以来尚未听说过通过
手部用药就能减肥的相关研究。

“现在医疗保健市场非常混乱，
你只要敢说，就有敢信的，普通
消费者应该注意甄别。”齐向华
教授的观点，恰恰点出了当下养
生市场中的乱象所在。

■ 传统中医养生被商业利益集团绑架
在医学人士看来，“养生热”

的出现，与讲究“治未病”的中医
热潮流息息相关。尤其是随着现
代人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
对自己身体保健方面的要求越发
提高。由于对身体健康越来越关
注，养生保健市场需求越来越大，
中国传统的中医养生理论也随之
受到推崇。

省千佛山医院保健科主任
医师梁江久在受访时就谈到，养
生需求如此旺盛时，与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有着重大关系。生活好
了，就会关注健康，但养生包括身
体和心理两方面，只有两方面都
做好了，才能真正达到身体健
康、延年益寿的目的。

同时，在身体保健方面，尽
管市场上有大量的保健品，但其
成分和保健效果一直受人质疑，
再加上价格较贵，很难长期坚持
服用，而相比之下，中医养生比较
贴近生活，中医又具有良好的传
统，因而受到养生爱好者的热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打着“中
医观念”推广养生疗法的各色“养
生大师”也就嗅到了商机。对于形
形色色的养生疗法而言，与其说
其倡导者推广的是一些养生观
念，倒不如说是经营的一门生意。
省千佛山医院保健科主任医师梁
江久认为，这是传统的中医养生
被商业利益集团绑架的结果。“只
要有需求有利益存在，就会不断

有新的‘养生大师’出现。”
同时，在养生“信仰”深入人

心的大背景下，一些利益集团为
博取高收视率，出于商业利益目
的，随便找一个能说会道的就能
上节目，即便没有真才实学，只要
经过包装、营销，摇身一变就能变
成“养生大师”。

当传统的中医陷入了追求利
润的商业运作，后果可想而知。经
过媒体的炒作，张悟本这些“养生
大师”和他们的“养生理论”火了，
但他们的来历、学历以及理论的
科学依据，则无太多人关心，大家
只记得他们的养生理论：最好的
医院是厨房，绿豆汤能治百病，生
吃泥鳅可降肝火治疗等。

时下，不管是电视等
公共媒体上还是微信等社
交空间里，各种所谓专家
的养生讲座和养生指南层
出不穷。种种迹象表明这
是一个“养生的时代”。

不管是“绿豆神医”张
悟本，还是宣扬生吃泥鳅
的“健康教母”马悦凌，养
生大师跌下神坛的事端早
已屡见不鲜，又缘何始终
阻挡不了形形色色的养生
大师各领一时风骚？究竟
是什么，为前赴后继、层出
不穷的养生大师们提供了
温床？

本报记者 戚云雷

养生会的广告上写着，“无食谱限制，每月可减
26-32斤”。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摄

▲泽某网站上所介绍的3980元的美容精油。（网站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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