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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克 售 价 高 达 千 元 的 “ 极
草”，日前被国家相关部门从保健
品中“除名”。记者调查发现，近
年来，火热的保健品市场背后，是
大量保健品依靠炒作概念、夸大宣
传等占领市场，成本和研发费用则
只占很小比例。保健品“伪装”成
药品、普通食品号称有保健功能等
现象层出不穷，不少产品靠“忽
悠”蒙骗消费者赚取暴利。

炒作抬高价

日前，国家食药监局公开发文
要求停止高价保健品“极草”的相
关经营活动。极草５Ｘ冬虫夏草纯
粉片－至尊含片０．３５克规格的８１片
装礼盒售价为２９８８８元，即每克售
价为１０５４元。其生产厂家青海春天
药用资源科技利用有限公司宣称其
“微粉粉碎和纯粉压片专利技术”
可以使冬虫夏草“含着吃”，并声
称“极草纯粉含片比原草至少多７
倍精华溶出”，这让不少消费者认
为一片极草等于7根虫草的功效，
不惜重金购买。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该公司投
入１０亿元广告费打造其“含着吃”
的所谓高科技概念，而这笔投入也
是极草成本中极大的一块。青海省
冬虫夏草协会常务会长赵锦文认
为，“微粉粉碎和纯粉压片专利技
术”并不是高科技，“压制设备研
发技术在国内早有应用，其广告中

比原草多７倍精华溶出的说辞也在
业界存有广泛异议。”

“暴利不是靠技术和质量，而
是靠营销。”业内人士称，许多高
价保健品的营销策略都与“极草”
类似。

按照国家规定，保健食品的科
研经费应占其利润的３％至５％，但
很多保健食品企业在科研上的投入
不及利润的１％。保健品行业利润
可达１００％至２００％，这已成为行业
内部公开的秘密。很多厂家自己不
研发，而是采取买断经销权或外购
产品的办法经营保健品，导致各路
厂家更加陷入炒作式营销大战。

“忽悠”再升级

与“极草”相似，近年来保健
品“忽悠”式营销不断升级，特别
是炒作高科技概念，部分消费者对
此偏听偏信。

安徽省食药监局有关专家说，
保健食品只有辅助治疗的功效，但
为了吸引眼球，一些企业和经销商
大肆宣称其治疗效果优于专门药物
并且无副作用。

安徽合肥的胡先生告诉记者，
他父亲此前一直靠吃药控制血压，
没想到看了保健品广告后笃信“是
药三分毒”，就擅自停药，血压飙
升，一下子中风，至今还在重症监
护室。

患者迷信保健品以致延误治疗

并非个案，近年来一些晚期肿瘤患
者把一些夸大其词的保健品当做
“救命药”，耗尽家财大量购买，
甚至人去世了保健品还没吃完。

为了将产品打造成“神药”，
一些保健品广告已不满足在电视等
传统媒体上狂轰滥炸，互联网和新
媒体也成为保健品新的营销渠道，
甚至有大量没有取得保健品“小蓝
帽”的假冒伪劣产品也出现在网
上。

食药监部门专家称，目前我国
认可的保健品２７种保健功能中，并
没有防癌抗癌这一功能。然而，网
上很多“神药”都号称有抗癌功
能。如一家名为婕斯的公司旗下
“沛泉菁华”“基因修护ＡＭ＆
ＰＭ”两款食品，每天以数百个相
关的公众号，发布各种“生命奇
迹”，分享服用心得，并将其奉为
“抗癌圣品”“糖尿病克星”。

老人易上当

近年来，一些针对老年人开始

免费的“健康讲座”不断增多，实
际上就是给老年人“洗脑”。保健
品的营销策略也从“广而告之”，
升级为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精准“忽
悠”。

湛江市退休老干部黄红英说，
自己８０多岁的老母亲几年前参加了
一次保健食品的聚会后，听信现场
“专家”建议，购买了他们推荐的
某款降血压保健食品，并停用了自
己的降压药，子女怎么都劝不住，
服用了他们的产品一段时间后，老
太太的血压非但没有降下去，血糖
却升上来了。

“老人被‘洗脑’之后，儿女
阻止买保健品就是不孝顺。”安徽
一家三甲医院药剂科主任告诉记
者，连她都无法阻止父母去听所谓
的健康讲座、购买保健品。对于买
得特别多的“会员”，保健品公司
会授予他们一些“职务”，邀请他
们当嘉宾坐在讲座主席台上，或带
他们去旅游，从高额利润里挤出一
点小甜头让老人深陷迷局。

发力除恶疾

谈到保健品市场存在的问题，
不少业内人士颇为忧心。“药品需
要通过严格的临床测试，如果保健
食品真的有如此奇效，那企业还生
产药品干什么？”一位药剂专家告
诉记者。

而一些表面上效果明显的保健
食品，实际上是非法添加了一些对
人体有害的违禁成分。特别是减肥
类保健食品，很多都非法添加西布
曲明、酚酞等违禁药物。消费者食
用后短期内体重迅速下降，但长期
食用副作用十分明显。

专家称，消费者无法从外观、
口感等判断保健品质量和功能优
劣，因此广告和推荐就成为选择保
健品的“指南”。而企业有法不
依、有关部门执法不严，都让保健
品行业陷入靠吹牛赚高价的恶性竞
争中。

“保健品企业如果给消费者利
益造成损害，很多时候仅仅是退还
产品费用。违法成本过低，对其违
法行为没有任何威慑力。”安徽省
食药监局新闻办主任孙斌园说。

相关专家认为，对于保健品行
业，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加大监管和
引导力度。同时，行业和企业更需
要加强自律，建立以质取胜的良性
竞争规则。

此外，提高全民健康常识、让
消费者不盲目迷信保健品也是当务
之急。

“即使是优质保健品，也要根
据个人体质和需求服用。”多位药
剂专业人员表示，现在国家正在大
力推进签约家庭医生项目，因此消
费者在选购保健品时不妨咨询身边
的医生，避免因迷信广告导致“只
买贵的不买对的”。

（据新华社）

保健品乱象调查：暴利之下，“忽悠”盛行

近日，有网帖称，上海一名游
客在游玩植物园的时候，摘了樱桃
尝了5颗，随后腹痛，头晕，晕倒
在地。更有甚者传言，有一家5口
人吃了5颗樱桃，当场毙命。

据说，游客之所以中毒，是因
为樱桃核被咬碎了，随后产生氢氰
酸。樱桃核毒性真的如此严重？真
相究竟如何？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
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樱桃核
致命的说法有些夸张，樱桃核中确
实含有氢氰酸，但毒性没那么强，
就算是一个人把5个樱桃核都嚼碎
了吃下去，其中的氢氰酸含量也不
足以致命。

樱桃核会致命？

嚼碎吃下5个樱桃核

不至于中毒或致命

朱毅告诉记者，樱桃核确实有
一定毒性，但致命的说法有些夸
张。

“樱 桃 核 中 确 实 含 有 氰 化
物，嚼碎后会有水溶效应，产生
氢氰酸。”朱毅说，但一个人吃
樱桃时，如果把5个樱桃核都完整
地吃下去，樱桃核也就是穿肠而
过，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危害；就
算是一个人把5个樱桃核都嚼碎了
吃下去，5个樱桃核的氢氰酸含量
也不足以致命，更不足以让5个人
致命。

对于樱桃核的“威力”，朱毅
表示，这些消息如果属实，其中毒
事件也应该和樱桃核无关，因为游
客有时所在的游览园区，樱桃上可
能打了剧毒农药，也有可能中毒者
当时吃的樱桃根本不是可食用品
种。

什么情况会中毒？

一次吃要几斤或几十斤樱桃并

嚼核

朱毅表示，鉴于樱桃核有一定
毒性，吃樱桃时，要有一个常识：
最好不要吃樱桃核。

实际上，毒性是因人而异，有

些人嚼碎樱桃核后可能会出现过
敏。而一般情况下，吃几颗樱桃核
可能会出现轻微不适感，但都不至
于致命。

什么情况下会中毒？朱毅表
示，可能一个人连续吃几斤甚至几
十斤樱桃，还要把这些樱桃的核全
部都嚼碎、吞下去，才有可能中

毒。“总而言之，想通过吃樱桃核
中毒，很不容易。”

同时，她建议，吃水果方面，
也要教育孩子从小养成好习惯，吃
水果时不要吃核，预防为主。

■ 链接

那些传言“暗藏杀机”的食物
除了樱桃核，苦杏仁、苹果种

子、土豆、番茄等食物都曾被传言
“暗藏杀机”，吃多了可能会中毒。

传言1：食用未经处理的苦杏
仁可引起中毒。

真相：苦杏仁也含有微量的氢
氰酸，确实不能多吃，吃多了会中
毒。一般，一次不要吃超过10颗苦
杏仁。

传言 2：苹果种子也含氰化
物，吃多会中毒。

真相：苹果种子里也含有氰化
物，水溶后会产生氢氰酸。但是相
比苦杏仁，苹果种子中的氢氰酸含
量是非常微弱的，一般情况下，吃
一些也是没事的。

传言3：番茄、土豆的叶子和
茎吃了会中毒。

真相：番茄、土豆的叶子确实
含有糖苷生物碱，也可能造成食用
者的身体不适，但毒性并不大。

（据《新京报》）

农村大众报平邑讯 （通讯
员李庆东 张杰）平邑县平邑街
道一男子，从非法渠道购进劣质
工业盐冒充食用盐，转手倒卖牟
利。5月24日，该男子因涉嫌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平邑警
方提请逮捕。

5月22日，平邑县公安局食药
环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平邑县
城蒙阳路南首有人正在出售劣质
工业盐。食药环侦大队民警会同
盐业局稽查人员迅速赶往现场，
当场抓获了一名正在销售工业盐
的男子，缴获三轮车一辆，劣质工
业盐7袋，共计500余公斤。

经查，犯罪嫌疑人王某，
男，59岁，平邑街道庞居庄村
人。为谋取私利，自2015年6月
份以来，犯罪嫌疑人王某在明知
劣质盐不能供人食用的情况下，
多次低价从非法渠道购进劣质
“大粒原盐”和精致工业盐，冒
充食用盐，然后用方便袋分装后
存放进两个木箱内，骑电动车窜
至县城及周边乡镇，走街串巷，
兜售给各熟食加工摊点、小餐
馆、乡村居民等用于加工食品使
用，自己从中牟利。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
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已被
提请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男子为牟利

工业盐冒充
食盐出售

樱桃核嚼5颗就致命？

专家：没那么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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