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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你选对了吗？

———关注保健品市场

晚报见习记者 王丽敏 李 可 文 /图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

，

保健意识增强
，

各式各样
的保健品也应运而生

。

逢年过
节走亲访友或是看望病人

，

越
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保健品

。

然
而

，

保健品在市场占有份额越
来越大的同时

，

给消费者带来
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了

。

近日
，

记者走访了我市多
家商店

、

药店以及医院附近的
礼品店

，

就保健品的销售情
况

、

消费者如何看待保健品等
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采
访

。

“未病先防” ，保健品受欢迎

如今
，

人们的保健意识较
以前大大提高

，“

未病先防
”

观
念已深入人心

。

在健康问题上
，

人们不再完全依赖医生
，

也不
单单是通过医院这一途径来管
理自己的健康

，

更多的人开始
主动地维护自己的健康

。

家住新区福田三区的李大
妈

，

就是各种保健品的追随者
，

最近几年吃了不少保健品
，

燕
窝

、

蛋白质品
、

氨基酸
、

各种维
生素等

，

只要是对身体好的她
都会试试

。

李大妈对记者说
：

“

年轻的时候没什么吃的
，

营养
跟不上

，

现在总算有条件了
，

孩
子们时不时会买点保健品让我
补身子

，

说是可以提高免疫
力

。 ”

当记者问到效果如何时
，

李大妈告诉记者
：“

我觉得效果
挺好

。

很多保健品是引用先进
的科学技术研制出来的

，

多吃
几样

，

对身体应该也没什么害

处
。 ”

跟李大妈有同样想法的人
还真不少

，

大多数是老年人
。

记
者随机采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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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市民
，

基本
上所有人都表示送过保健品

，

或是有过服用保健品的经历
。

“

现在都讲究送健康了
。 ”

其中
一位市民说道

。

甚至有人还认
为

，“

别人都在吃
，

自己当然也
不能少

，

缺什么补什么
，

还可以
防病

。 ”

销售市场混乱，质量让人担忧

“

现在保健品的种类太多
了

，

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

质量良

莠不齐
，

也很难分辨
。 ”

也有不
少市民发出这样的质疑

。

刚出院不久的王先生住院
期间收到了不少礼品

，

保健品
就占了一多半

，

其中有好多保
健品是不曾听说过的

，

而且有
的还找不到生产日期和相关的
产品说明

。

这些保健品就如同
鸡肋

，

弃之可惜
，

食之不敢
。 “

本
来已经痊愈了

，

如果因为吃了
保健品再有什么不适

，

那就太
不值了

。 ”

王先生说
。

还有一位朋友向记者讲述
了他的家人收到保健品后的尴
尬事

。 “

父亲有位朋友送给他两
瓶保健品

，

还是进口的
，

价格不

菲
。

当父亲想要看看产品说明
时却愣住了

，

因为产品包装上
全是外文

，

没有一个汉字
。

父亲
找出了其中几个英文字母缩
写

，

让我上网查查是什么意思
。

查过后才知道
，

原来是生产日
期和截止日期

。

再看看后面的
数字

，

发现保健品已经过期两
个月了

。 ”

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走访
了几家商场和药店的保健品专
柜

，

发现其品牌
、

种类繁多
，

且
价格由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

记者刚走进医院附近的一家礼
品店

，

老板就开始详细介绍各
种保健品的价位和功效

，

当记

者表示是去看望老人时
，

老板
大力推荐了各种蛋白质粉

，

说
它最适合老人吃

。

当记者拿起
其中的一盒询问怎么找不到相
关认证标志时

，

原本在非常热
情地做产品介绍的老板一下子
沉默了

。

保健品不同于药品， 市民

认知模糊

“

保健品真能忽悠人
，

看到
宣传的功效总觉得能像药物一
样治病

。 ”

家住新区华夏小区的
李先生说到保健品就来气

，

他
父亲上个星期住院就是因为吃
了不合适的保健品

。

原来老人
血糖高

，

平时靠药物控制得还
不错

，

前一段听人介绍说有种
保健品能降血糖

，

而且还不像
药物那样有副作用

，

于是老人
就买来几盒

，

用来代替以前的
药品

。

刚开始效果不错
，

可是没
过多久老人便觉得身体总是没
劲儿

，

有时还头晕
，

结果到医院
检查医生说是血糖偏低

。

原来
，

老人吃的保健品只能暂时控制
血糖

，

甚至还会出现血糖过低
的现象

，

一旦停止使用血糖就
会升高

。

保健品并不是药品
，

只是
起到保健的作用

。

而绝大多数
消费者对保健知识了解不够

，

有的对保健品功效期望过高
，

希望能够像药品一样
，

有立竿
见影的效果

；

有的没有针对自
身的特点

，

选用具有特定功效
的保健品

，

导致效果不明显
。

在采访过程中
，

记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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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市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

你
对保健品了解多少

，

又是如何
选择的

？ ”

一部分市民回答
，

对
保健品不了解

，

分不清楚是药
品还是食品

，

如果购买会选择
电视上做广告的保健品

。 “

可以
听销售者的推荐

，

毕竟他们就
是干这行的

，

对产品比较了解
，

懂的知识要多些
。 ”

其中一位市
民这样说道

。

工商部门提醒，购买要慎重

据工商部门工作人员介
绍

，

近年来
，

我市市场上的保
健品种类越来越多

，

但接到的
关于保健品方面的投诉也迅速
增加

，

有的是产品夸大宣传
、

名不副实
，

有的纯粹是假冒伪
劣商品

。

究其原因
，

主要是很
多市民不了解保健品的相关标
志

，

过分听信外界宣传所致
。

为此
，

有关人士提醒广大
消费者

，

购买时
，

首先要看清
外包装上的批准文号

，

认准是
药品还是保健品

。

保健品外包
装上有天蓝色保健品食品标
志

，

标有
“

健卫准字号
”

或
“

食卫准字号
”，

且不能标注治
疗作用

。

药品则有
“

药准字
号

”

标志
。

其次
，

不能听信保
健品治病的宣传

，

保健品只是
对身体进行功能性调节

，

不能
作为治病之用

。

有病时
，

要到
正规医院治疗

，

不能只吃保健
品而延误了治疗时间

。

另外
，

要看清自己是不是适宜人群
，

切不可花大钱乱购买保健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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