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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保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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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保健品治病？不能信！
保健食品市场真是够乱的

每年3·15投诉热线，中老年人群中轻信虚假宣传被骗买保健品的投诉都高居不下。潍坊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再次提醒广大市民，要警惕以“非药品冒充药品”的行为，药品一定要认准“国
药准字”字样。购买药品要到正规的药店或在医生指导下购买使用。如果遇到药品、保健食品安
全问题，可拨打潍坊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投诉电话:12331。

本报记者 马媛媛

每年3·15投诉热线，中
老年人群中轻信虚假宣传被
骗买保健品的投诉都高居不
下。记者从潍坊市药监局了
解到，全国广播电视报纸药
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监
测网已于今年1月1日正式启
动，通知提出，对监测发现的
含有夸大产品适应症(功能
主治、保健功能、适用范围)，
表示功效的断言或者保证、
标示有效率、获奖等综合性
评价内容，利用国家机关、医
药科研单位、学术机构、医疗
机构、专家、医生、患者及其
工作人员名义和形象为产品
功效作证明等5大类违法广
告，按照情节严重依法从严
查处，对严重违法广告所涉
产品在行政区域内采取暂停
销售限期整改的措施。

家住健康街社区的窦女

士近期花了1千多元购买了
一些治疗失眠的保健药。当
时，药品推销员向窦女士承
诺，如果无效，可以全额退
款。“当时我挺犹豫，担心被
骗”，窦女士说，推销员见她
犹豫不决，马上拿出一个有
近百个签名的册子，册子每
一页上都有“患者”的姓名、
联系方式和治疗效果等。为
了让窦女士相信，推销员还
当着窦女士的面拨通了其中
一个“患者”的电话，窦女士
通过推销员的手机与“患者”
通了话，觉得万无一失，这才
交钱购买。

没想到，购买到保健品
不仅没有治愈窦女士的失
眠，反而让她出现口干、心悸
等症状。窦女士想联系推销
员，却发现对方留下的电话
号码根本打不通。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加
强药品、保健食品的综合治
理，确保群众用药安全，潍坊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曾多
次召集药品经营企业质量负
责人进行集体约谈。对查处的
假冒药品、保健食品进行集体
销毁，并严惩相关企业。

潍坊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切
勿轻信以专家、患者、名人
的名义和形象作证明及宣传
治愈率等广告的药品或保健
食品。要警惕以“非药品冒
充药品”的行为，药品一定
要认准“国药准字”字样。
购买药品要到正规的药店或
在医生指导下购买使用。如
果遇到药品、保健食品安全
问题，可拨打潍坊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举报投诉电
话:12331。

潍坊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提

醒市民，购买保健品，

首先要分清保健品和药

品的定义，切勿私自购

买药物。

他介绍说，保健品

和药品两者有很大的不

同，他们最根本的区

别，就在于保健食品没

有确切的治疗作用，不

能用作治疗疾病，只具

有保健功能。现在，有

些保健食品利用非法广

告进行夸大宣传，号称

“包治百病”，市民一

定不要受非法虚假广告

的欺骗，有病要及时到

医院就诊，以免耽误正

常治疗、加重病情。他

提醒市民，购买保健品

时应注意：

1 .认准标记，保健

食品外包装上应有“蓝

帽子”标记。同时应标

有相关批准文号。国产

保健食品应有卫生部的

“卫食健字”和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国食健字”，进口保

健食品要有“卫进食健

字”标识。保健器械要

有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
的批准文号“药管械
(准)字”。保健食品批
准 文 号 的 有 效 期 是 5

年。
2 .确认功能。目前

我国卫生部审批的保健
食品一共只有22种保健
功能，消费者购买时注
意分辨。同时包装和相
关广告上应标明“本品
不能代替药物”的忠告
语。

3 .可登录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网站
就可查询真伪。

4 .保健食品也有禁
忌。若宣称产品为祖传
秘方；含有“安全”、
“无毒副作用”、“无
依赖”等承诺；含有
“最新科技”、“最先
进制法”等绝对化表述
的，或者明示暗示适合
所有症状及所有人群
的，应谨慎购买。

5 .切记保留购物发
票及保健品包装盒等购
物凭证，万一权益受损
可作为投诉依据。

保健品问题维权提醒：

号称“包治百病”就得当心

本报记者 马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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