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茌平一药店销售的两种保健食
品中检出违禁成分，紧接着国家
食药监总局发布了对31种假冒
保健食品的通告，聊城又有两家
药店被曝光，所销售的多种假冒
保健食品中同样含有“伟哥”等
违禁成分。

通告显示，近期，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组织保健
食品监督检查中，查获31种假
冒保健食品，并涉嫌违法添加药
物成分。有标注虚假生产企业名

称生产的，有假冒他人企业名称
生产的，还有假冒他人产品名称
生产的，在这些假冒产品中，均
检测出违禁药物成分。

其中，在销售环节涉及聊
城两家药店，分别是东昌府区
齐鲁大药店连锁有限公司二店
和东昌府区康美葆春堂。其中
齐鲁大药店连锁有限公司二店
销售的“降压100不凡牌银菊珍
珠胶囊”检出硝苯地平，生产企
业为北京福顺康科贸有限公
司；康美葆春堂销售的“肾起
点”、“九味参茸丸”、“蟲草鹿鞭

丸”均检出西地那非，生产企业
分别为吉林永辉生物技术公
司、海南海口得意生物有限公
司、西藏拉萨雪域神珠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以上保健产品均
标注的是虚假生产企业。

提到西地那非可能大家都
不熟悉，它是另一个大家都耳
熟能详的性保健药品——— 伟哥
的重要成分。据了解，这类药物
成分会导致一些心脏疾病患者
发病。

根据规定，在食品、保健食
品中违法添加药物成分行为涉

嫌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罪。按要求，各地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要联合公安机关进
一步调查上述涉嫌违法添加的
假冒保健食品，深挖违法生产
源头，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对不
能提供假冒产品来源的经营者
(含网络经营者 )，要依法从重
处罚。各地查处情况，应及时向
社会公布。

自通告发布之日起，所有
保健食品经营者应进行全面自
查，发现上述产品一律立即停
止经营，下架封存，并向所在地

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报告。
对继续销售的，将依法严惩。凡
是企业或产品名称被冒用的合
法企业，应立即发表声明，告知
社会本企业产品生产、销售有
关信息，公布电话供消费者咨
询，并积极配合当地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开展
案件调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提醒消费者发现上述产品
后，应当及时向当地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或12331投诉举
报热线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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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男性保健品也在市
场 上 受 到 了 很 大 的 欢 迎 ，因 此 ，
针 对 此 类 保 健 品 的 健 康 与 安 全
也 成 为 了 相 关 司 法 部 门 全 力 打
击 的 目 标 。2 0 1 3 年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曾 发 布《 关
于 办 理 危 害 食 品 安 全 刑 事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基
于 保 健 食 品 中 非 法 添 加 禁 用 药
物易发多发的特点，《解释》明确
禁止在男性保健食品中添加“伟
哥”等。

《解释》明确提出，严厉打击
食品非法添加行为。食品非法添
加行为的危害极其严重。为依法
惩治此类犯罪，《解释》第九条首
次 从 三 个 方 面 明 确 了 法 律 适 用
标准问题：

一 是 针 对 实 践 中 存 在 的 使
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

食品的行为，如利用“地沟油”加
工 食 用 油 等 ，明 确 此 类“ 反 向 添
加”行为同样属于刑法规定的在

“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
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二 是 基 于 国 家 禁 用 物 质 具
有的严重危害性，明确国家禁用
物 质 即 属 有 毒 、有 害 物 质 ，凡 是
在 食 品 中 添 加 禁 用 物 质 的 行 为
均 应 以 生 产 、销 售 有 毒 、有 害 食
品罪定罪处罚；

三 是 基 于 当 前 保 健 食 品 中
非 法 添 加 禁 用 药 物 易 发 多 发 的
特点，如在减肥保健食品中添加
副 作 用 危 害 严 重 的“ 西 布 曲 明 ”
等药物成分，在男性保健食品中
添加“伟哥”等，明确规定对此类
行 为 应 以 生 产 、销 售 有 毒 、有 害
食品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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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保健食品严禁添加“伟哥”

秋冬季节，正是保健食品的销售
旺季，也是保健食品投诉高发季节。保
健品是食品的一个种类，能调节人体
的功能，适于特定人群食用，长期食用
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
慢性危害，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但一
些不法分子为了使其保健食品达到某
种“效果”，在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化
学药物。

聊城市食药监局工作人员介绍，
在新实施的《食品安全法》中，涉及保
健食品行业的规定共有十三条，包括
保健食品审批、功能宣称、原料等诸多
内容，明确了保健食品审批将实行审
批与备案并行的双轨制，并对保健食
品功能声称、使用原料范畴有了明确
规定，对于保健品的管理更加严格。

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删除了原
法中“特定保健功能”的“特定”字，解

决了此前存在的食品声称保健功能而
非特定保健功能难以处理的问题。要
求保健食品声称的保健功能应当具有
科学依据，要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
上，有充足的研究数据和科学共识作
为支撑，不能随意声称具有保健功能。
同时要求保健食品食用安全，不能对
人体产生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

保健食品除了在夸大功效“忽悠
人”外，在营销过程中还有“组团忽悠”
和“亲情忽悠”：打着“专家咨询”的牌
子行保健食品推销之实，以嘘寒问暖
套近乎的形式骗取老人信任后推销保
健食品等等。这都是瞄准老年人群体
保健养生需求大、辨别能力不高的情
况。食药监工作人员提醒广大消费者，
尤其是老年消费者注意勿乱用保健食
品，更忌以食代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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