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骆驼奶“包治百病”？别忽悠了
专家：和牛奶相比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营养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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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营养价值高
价格是牛奶的十倍

与市场上常见的牛奶相比，骆驼奶产量
较少。因骆驼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无法在全
国范围内大规模养殖，因此也给消费者留下

“物以稀为贵”的印象。
那么，骆驼奶是从何时开始兴起的呢？

据百度指数显示，2011年—2019年骆驼奶搜
索量只有一两百，从2019年6月逐渐开始崭
露头角。近半年来，“驼奶”资讯指数大约在
15万，可见受到不少消费者的关注。

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骆驼奶粉”
发现，品牌众多。销量最高的一款价格为298
元，月销量超过2万件。记者注意到，不管是
什么品牌的骆驼奶制品，售价都比较高，例
如一款国产330g的调制骆驼奶粉价格为328
元；如果是纯骆驼奶粉，价格更贵，一罐300g
的纯驼奶粉价格普遍超过500元。与此相比，
一罐900g的知名品牌高钙高铁牛奶粉，价格
一般在50元左右，纯骆驼奶粉的价格是牛奶
奶粉的十倍以上。

为何定价如此之高？8月8日，记者以消费
者的身份咨询了某骆驼奶粉店铺销售人员。
该销售人员介绍，骆驼奶含有极高的营养价
值，铁含量是牛奶的10倍、蛋白和钙含量高于
牛奶、不含过敏原、维生素C的含量更是牛奶
的数倍之多。同时，它产量低、采集和保存难度
大，因此驼乳要比牛羊乳价格要高。

针对其宣称的营养价值，首都保健营养
美食学会理事、中国首批注册营养师谷传玲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牛奶的铁含量是
0 .3mg/100g，就算10倍也不过3mg/100g，还没
有牛里脊、羊腿肉的铁含量高，跟动物血、动物
肝脏更是没法比。“骆驼奶直接生喝还存在微
生物污染风险，很可能引发中东呼吸综合征
和布鲁式病。而充分加热时，怕热的维生素C
会损失，所以喝骆驼奶并不能补维生素C。同
时，鲜驼奶的钙含量也只有鲜牛奶的44%。”

谷传玲进一步介绍，宣传称骆驼奶适用
于牛奶蛋白过敏者，其依据是骆驼奶不含容
易引发牛奶过敏的β-乳球蛋白，但这不等于骆
驼奶不含导致人不会过敏的其他蛋白，“如此
肯定地说不含过敏原，并没有科学支撑。”

“之所以骆驼奶卖那么贵，并不是因为
它宣传的那些营养价值有多高，更多是因为
产量低，甚至是炒作。”谷传玲直言。

能“包治百病”？
专家：没有科学依据

随着市场认知和产品影响力的扩大，驼

奶赛道涌入大量“淘金者”，他们希望“挣快
钱”。在此大背景下，销售逐渐“变味”。

除了宣称“高营养价值”，不少商家开始
“神化”骆驼奶的功效———“抗癌、减肥、助睡
眠、调肠胃、降三高……”宣传噱头越发生
猛，几乎成了“包治百病的神药”。

上述驼奶粉店铺销售人员为了促成订
单，进一步向记者介绍其“强大功效”。该销售
人员表示，“驼奶中的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可以
帮助调节脂代谢，骆驼奶可以做到深层免疫
调节，很好地调节脂代谢紊乱，辅助降低血脂
血压，对三高有一定的作用。”为了提高可信
度，该销售人员还晒出了相关好评反馈。

在现实中，类似的销售策略屡见不鲜。
披着“科学”的外衣，讲着“高深”的术语，消
费者尤其是老年人很容易被迷惑，以致冲动
买单。

那么，骆驼奶粉真有那么神奇吗？“实验
研究发现，无论是牛奶还是骆驼奶，都能显
著降低空腹胰岛素水平和糖化血红蛋白水
平，改善胰岛素抵抗，没有特别明显的差
异。”谷传玲表示，食物永远不能代替药物，
对于有糖尿病的人群，合理饮食和配合治
疗，要比喝骆驼奶更重要！

同样，在高级乳业分析师宋亮看来，涉及
功能性的营养，需要了解产品的剂量，在某一
剂量条件下，是否能够证明对人体这方面的

功能有帮助。另外，还要考虑产品是否通过了
临床验证，有科学的临床医学背书才行。

“长期喝骆驼奶是否能达到降血压预防
糖尿病等功效，在没有临床的情况下，是不
敢肯定的。离开剂量谈功效是错误的。”宋亮
说。

因“虚假宣传”等
屡遭监管部门处罚

抛弃牛奶转战骆驼奶，看似是一场消费
升级。然而，却经不起深挖。记者梳理发现，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就通报了多起骆驼
奶粉不合格事件。

例如，2022年4月，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发布了2022年第9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
息。其中，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经销的，标称广州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的1批次潘高寿益生菌骆驼奶蛋白粉
固体饮料不合格（350克/桶，潘高寿+图形商
标，生产日期：2 0 2 1 / 1 / 8），锌检测值为
0 . 94mg/100g，标准规定为≥80%标示值（标
示值：6 . 02mg/100g）；烟酸检测结果为未检
出，标准规定为≥8 0%标示值（标示值：
12 . 00mg/100g）。

据了解，《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
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规定，锌、
烟酸等此类营养成分的实际含量不应低于
产品包装标签标示值的80%。

再如，7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
监管系统公布2022年第三批民生领域“铁
拳”行动典型案例”中，案例七与案例九涉及
骆驼奶产品，违法行为分别为“虚假宣传”与

“违法广告”，两案当事人均被处一万元罚款
的行政处罚。

需深思的是，追根溯源，一系列问题的
产生，与缺乏统一的国家标准不无关系。宋
亮指出，“对于小众奶来说，目前还没有完全
统一的生产标准，因为这些奶确实存在一些
和牛奶不一样的营养元素，怎么去定义，怎
么去指定标准，确实有一定困难。”

据悉，在今年4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乳粉（征求意见稿）》中，将牦牛乳粉、骆
驼乳粉、驴乳粉、马乳粉等小众奶粉划入了
其中，但小众液态奶的制定规范，还未正式
提上日程。

对此，宋亮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过度
迷信小众奶，平时喝的牛奶、酸奶等也都含
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可以促消化，促吸收，助
睡眠，驼奶宣称的这些功效，有点夸张了。

据央广网

记者在调查中发
现，驼奶粉市场存在
故意掺假、以次充好
等乱象。有的企业在
销售过程中通过“操
控”数据、评价等方
式，进行不正当竞争，
误导消费者。

近几年，驼奶粉
的销售火爆，在电商
领域异军突起。为了
能被消费者快速搜索
到，很多企业下“足”
了功夫，比如标注销
量、标注推荐量等，但
这些信息有的自相矛
盾，令人真假难辨。

记者进行行业调
查时发现，某品牌驼
奶粉在某电商平台有
大量推荐位。在搜索
驼奶相关信息时，其
推荐页面展示的信息
更是令人诧异——— 同
一天内搜到的页面，
有的标称“已售56280
罐”，有的标称“已售
68956罐”，有的标称
“已售79582罐”，甚至
有的标称已经“爆卖
了20万罐”。更为夸张
的是，该品牌号称有

“店铺成交超1067万同
行”。

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上电商推荐位是需要付费的，但
是产品出现的位置是系统随机配置
的，因此会出现多条信息排在一起
的情况，“有的数据是勾选的，描述
则是自己写的”。

当记者把该品牌驼奶的销售推
荐截图展示给一些受访者时，他们
都表示“很搞笑”———“我就想知道，
到底卖了多少罐啊？”“中国14亿人，
有1067万人在卖驼奶？”“哈哈，这数
据，他有没有按20万桶交税？”

四川兴蓉律师事务所郭淑珍律
师表示，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
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
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
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上述
品牌行为既扰乱了市场公平，涉嫌不
正当竞争，又进行了虚假宣传，涉嫌
违反广告法。

驼奶产业的兴起，丰富了乳品
市场，给消费者提供了新选择，也给
牧民带来致富机会。但受奶源所限，
这个市场不可能供应量瞬间暴增。
为赚取利润，部分企业售假掺假，依
靠虚假宣传提高产品售价、欺老骗
老等现象在行业内也十分常见。

面对竞争中的种种乱象，驼奶
行业的优秀企业希望尽快出台驼奶
国家标准，让这个市场有“明确的规
矩”；同时希望相关部门加大监管力
度，为市场营造公平的环境。

据中国质量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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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骆驼奶、羊奶、牦牛奶等“小众奶”悄然在市场上走俏，它们大多打
着营养价值高、脂肪含量低、口感更浓郁等旗号，赚足了消费者的眼球，部分商
家甚至还宣传可“包治百病”。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小众奶”定价偏高，一款320g
的全脂骆驼奶粉售价588元，8瓶装骆驼鲜奶售价400多元。看似高端的“小众
奶”，真的如商家所宣传的那般神奇吗？值得购买吗？

一些骆驼奶品的宣传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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