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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含城乡结合部）宣传方案

一、活动目的

重点针对农村保健食品虚假宣传等问题进行宣传。

二、重点人群

长期在农村生活的居民。

三、宣传内容

（一）基础部分

1.1 告知农村居民不要购买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以及

无生产厂家，来路不明的食品保健食品，提高农村群众对伪劣食

品及虚假宣传保健食品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

1.2 帮助村民学会辨别什么是保健食品，并提高防范意识。

1.3 告知居民食品保健食品都不能用于治疗疾病的事实，如

果出现相关疾病，需到正规医院进行诊断。

1.4 切不可相信多种食品搭配或是特殊处理的食品可以治

疗疾病的言论。如“XX加XX一起吃，能够治疗肺结核”等，均没

有科学依据。

（二）扩展部分

1.1 告知食品是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或者原料以

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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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的的物品。

1.2 告知消费者小心广告或销售口中有治疗功能的食品或

保健食品，谨防不法商家在食品中加入药物的可能性。

1.3 告知消费者如何选择符合自己需求的保健食品。

1.4 告知居民简单的辨别方法，并进行投诉指导，如 12331
投诉。

四、宣传形式

（一）基础部分

针对农村主要存在的食品保健食品质量良莠不齐，“山寨食

品”以及虚假宣传的保健食品入侵农村等问题，建议开展以下宣

传活动：

1. 设置打击“山寨食品”等宣传站点。

2. 在农村祠堂、活动广场等设立食品保健食品专题宣传栏，

张贴相关宣传海报、标语、横幅。

（二）扩展部分

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区可进一步开展食品保健食

品的知识科普，同时帮助居民建立食品保健食品合法性的意识，

积极主动参与到防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整治过程

中来。

1. 开展执法人员现身说法活动。

2. 开展讲座告知居民简单的辨别食品保健食品是否正规的

手段；告知消费者食品保健食品的相关投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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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方案

（一）设置展台，发放相关知识手册

将祠堂、活动广场等特定地点设置为宣传站点，悬挂相关的

横幅或标语，展台处设置1-2名工作人员，用于现场讲解、分发相

关知识手册。

（二）宣传专栏悬挂横幅、标语

在农村村口、集市、活动中心等地，安置横幅，根据提供的横

幅内容，选择针对食品保健食品鉴别等内容进行宣传。

（三）开展执法人员现身说法活动

按照农村居民日常活动习惯，安排相应时间在活动广场开展

“打击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为主题的现身说法活动。

邀请基层执法人员在现场进行讲解、互动，活动开始及进行过程

中可分发印有宣传标语的小礼物，并在活动中设置抽奖环节，提

高农村居民的参与度。

六、素材内容

（一）知识手册内容

1. 保健食品部分

1.1 购买保健食品预防上当受骗的办法

第一，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保健食品一般需要较长时间服用

才能对身体起到保健作用，不能相信所谓的“疗效”“速效”。如需

治疗疾病应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或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切

忌听信会议讲座、街头小报的虚假宣传，用保健食品代替药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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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延误治疗时间，加重病情。有关宣传治疗恶性肿瘤、疑难杂症

和各种疾病的所谓保健食品小广告，均属于违法广告，消费者千

万不要为治疗某一疾病而购买保健食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

在采取相关措施，严厉打击有关非法宣传行为。

第二，选择保健食品，必须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如免疫力

低下、失眠、单纯性肥胖者，可以选择相应的增强免疫力、改善睡

眠、减肥类保健食品。消费者应当充分了解自身的情况，合理选

择，切忌在选购时轻信广告、盲目跟风。同时，消费者应当按照标

签说明书载明的使用方法，科学使用保健食品。

第三，购买保健食品，须认准保健食品标志和批准文号。保

健食品产品外包装上有蓝色草帽样标志，标志下方为批准文号和

批准部门。目前市场上存在原卫生部（1996年 11月至 2003年 7
月）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3年 10月之后）批准的保

健食品产品。消费者购买时，请认准“蓝帽子”标志。

1.2 如何鉴别保健食品的真伪？

第一，购买保健食品确保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第二，看有无的“小蓝帽”标识这是国家为让消费者辨认区分

真假食品的特制标志；

第三，其次看包装是否规范，有无清晰的或无法识别的部分；

第四，看GMP认证标志：GMP是国际通行的食品医药企业

良好的生产流程和管理规范，是我国药品和食品生产的强制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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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看成分表：消费者要仔细看产品成分说明，大家购买时

一定要看仔细。

2. 材料：“科学选用保健食品”

2.1什么是保健食品？保健食品有什么样的标识？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

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

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

者慢性危害的食品。

保健食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具有食品属性，是一类特殊的

食品。二是安全性，在规定的摄入范围内长期食用，对人体不产

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三是功能性，对特定人群具有

一定的调节作用，不能治疗疾病，不能替代药物。

保健食品标识为蓝帽子，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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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保健食品与其他食品的主要区别

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

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

品。（《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

质等营养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

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

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释义》）

保健食品是一类特殊的食品。

（1）保健食品强调具有特定保健功能，而其他食品强调提供

营养成分。

（2）保健食品具有规定的食用量，而其他食品一般没有服用

量的要求。

2.3 保健食品与保健品的主要区别

保健食品具有明确的法律定位，保健食品的监管法律依据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产品属性为食品。

保健品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一般是对人体有保健功效产品

的泛称，诸多媒体报道中涉及的保健品，实为内衣、床垫、器械、理

疗仪、饮水机等，而非食品或保健食品。宣传报道和监管执法过

程中，首先应依法辨别产品属性，清晰界定产品是食品还是用品，

是保健食品、普通食品还是有毒有害食品，报道、文件和文书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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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产品的实际属性，依法规范表述产品名称，不能一概笼统表

述为“保健品”，造成事实不清、监管错位和信息误导。

2.4 保健食品与药品的主要区别

（1）使用目的不同：保健食品是用于调节机体机能，提高人体

抵御疾病的能力，改善亚健康状态，降低疾病发生的风险，不以预

防、治疗疾病为目的。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

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

和用量的物质。

（2）保健食品按照规定的食用量食用，不能给人体带来任何

急性、亚急性和慢性危害。药品可以有毒副作用。

（3）使用方法不同：保健食品仅口服使用，药品可以注射、涂

抹等方法。

（4）可以使用的原料种类不同：有毒有害物质不得作为保健

食品原料。

2.5 保健食品与药品对人体的作用有何不同？

药品对身体来说是一种异物，而保健食品却基本上是原本就

存在于人体内或人体正常生理功能所需要的某种成分。换个说

法，人体很难因为某种药品不足而患病，但却可能因为长期缺乏

某种营养物质而引起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由此可知，多数药品

是人体患病之后用来治疗的工具，而保健食品则可以帮助身体不

生病或者在健康的维持及促进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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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药品能够直接抑制或攻击病因或病状，

最常见的就是退烧或是降血压、血糖等对症疗法；而保健食品则

是以调整机体功能、使机体的代谢系统保持平衡或是让血液循环

顺畅等等，帮助身体用其自身的抗病能力去应对疾病。

2.6 为什么不能声称保健食品具有某种疗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对药品的定义：药品是指

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

定有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而保健食品的使用

不得作为治疗疾病用途，否则就是违法。比如说同样是“维生素

E”，如果用于“药品”时，则能以“消除疲劳、保护心脏、减轻皱纹或

雀斑”等来表示其功效；但当其用作“保健食品”的某种成分时，则

只能是“食品”，所以绝对不能宣称“对××有效”或是“可预防××”。
国家之所以会进行这样严格的规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消

费者信赖的问题。由于我国规定处方药品不能进行大众媒体广

告宣传，并且制造及售卖药品必须经过国家严格审查后才能得到

批准。而保健食品首先是食品，所以会比药品更加容易进行生产

制造、售卖，并且能够进行广告宣传。如果允许保健食品标识其

具有某种疗效，那么有可能被消费者误认为是药品，从而过分依

赖保健食品，可能贻误了接受正规科学医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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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保健功能范围及相对应的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是什么？

保健功能

1.增强免疫力

2.抗氧化

3.辅助改善记忆

4.缓解体力疲劳

5.减肥

6.改善生长发育

7.提高缺氧耐受力

8.对辐射危害有辅助保护功能

9.辅助降血脂

10.辅助降血糖

11.改善睡眠

12.改善营养性贫血

13.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

14.促进泌乳

15.缓解视疲劳

16.促进排铅

17.清咽

18.辅助降血压

19.增加骨密度

20.调节肠道菌群

21.促进消化

22.通便

23.对胃粘膜有辅助保护功能

24.祛痤疮

25.祛黄褐斑

26.改善皮肤水分

27.改善皮肤油分

28.营养素补充剂

适宜人群

免疫力低下者

中老年人

需要改善记忆者

易疲劳者

单纯性肥胖人群

生长发育不良的少年儿童

处于缺氧环境者

接触辐射者

血脂偏高者

血糖偏高者

睡眠状况不佳者

营养性贫血者

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

哺乳期妇女

视力易疲劳者

接触铅污染环境者

咽部不适者

血压偏高者

中老年人

肠道功能紊乱者

消化不良者

便秘者

轻度胃粘膜损伤者

有痤疮者

有黄褐斑者

皮肤干燥者

皮肤油分缺乏者

需要补充者

不适宜人群

少年儿童

少年儿童

孕期及哺乳期妇女

少年儿童

少年儿童

少年儿童

少年儿童

儿童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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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目前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编号的主要形式有哪些？

G代表国产；J代表进口

2.9 怀疑所购买的保健食品时如何进行网上查询？

记下保健食品批准文号，根据产品标签上的批准证书编号或

者产品名称进行查询：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http：//samr.saic.gov.cn/
2.10 保健食品的标签由哪几部分构成？

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的内容应当包括产品名称、主要原（辅）

料、功效成分/标志性成分及含量、保健功能、适宜人群、不适宜人

群、食用量与食用方法、规格、保质期、贮藏方法和注意事项等。

2.11 购买保健食品要注意什么？

（1）到合法店铺购买，正规保健食品经营企业应在店内悬挂

具有保健食品经营范围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2）购买保健食品时，宜向营业员明确说明买保健食品的目的。

（3）在选购之前，应仔细阅读说明书。

（4）仔细查看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有效期等内容，不要买过期

保健食品。

（5）保管好购买凭证，如购物小票或发票，若质量有问题，购

旧式证号

国食健字G/J年份****
卫食健字（年份）第***号
卫进食健字（年份）第***号

新式证号

国食健注G/J年份****
食健备G/J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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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凭证是投诉、索赔、维护自己权益的重要凭据。

（6）保健食品一般都是较长期食用才能达到保健的目的，不

可期望所谓的“疗效”“速效”。

（7）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要一次性大量购买

某一产品。

2.12 针对老年人，不法商家常用的十大骗局有哪些？

一些不法商家免费邀请老年人参加“健康讲座”等，大肆推销

保健食品，骗取钱财，甚至还损害其身心健康，以下是不法商家常

用的十大骗局，请老年人擦亮双眼，仔细鉴别。

（1）免费陷阱

（1.1）免费体检。保健食品推销员利用老年人不爱上医院的

心理，装扮成“义诊医生”，像模像样地进行一些血压、血脂常规检

查后，拿着检测结果煞有其事地指出消费者患有某些“疾病”，然

后开始推荐产品。

（1.2）免费试用。在经过多次试用后，一些消费者由于心理

作用感觉有效，或者多次试用后，人情难却而购买了该产品，但买

回家后才发现存在很多问题。

（1.3）免费联欢。不法商家以公司周年大庆、回报社会献爱

心之名，组织老人参加免费游玩，还提供专车接送，免费午餐，在

游玩过程中，游说老人购买产品。

（1.4）免费健康咨询。开设“健康免费咨询热线”，只要消费

者打进电话咨询，对方都会推荐“包治百病”的同种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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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温情麻痹

推销者抓住老人渴望亲情，害怕孤独的心理，隔三差五地打

电话问候或带点小礼品上门拜访，嘘寒问暖拉家常，组织老人参

加集体联欢，营造融洽的大家庭氛围。老人们往往逐步放松警

惕，在情感的支配下购买那些功效不明、价格高昂的保健食品。

（3）人际游说

保健食品商家以高薪招纳一批社交网络庞大的业务员，让他

们对身边熟悉的老年亲戚、朋友、同事等进行游说、推销。老年人

有时碍于情面，有时则因轻信亲近的人而盲目购买。

（4）附赠诱惑

老人往往深受勤俭节约的传统思想影响，热衷于接受商家

“免费、额外”赠送礼品。而保健食品商家往往也会根据老人的兴

趣、爱好和生活需要设置购物附赠礼品，一些老人就是在这些礼

品的诱惑下盲目购买了商家推销的保健食品。

（5）品牌误导

一些保健食品商家致力于自身品牌知名度的扩张，铺天盖

地片面宣扬“名厂名牌”，使消费者尤其是老年人产生一种误解，

肯定是疗效显著，才能这么有名气，购买这种产品准没错。因此

陷入迷信名牌的误区，没有根据自身身体情况正确、合理地选购

产品。

（6）雇托迷惑

雇托是不法商家惯用的手段，请来所谓的“专家”“学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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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在公开场合介绍该产品的“特殊疗效”和发布“权威检测报告”；

或指使一些人假冒患者名义写感谢信、送锦旗、现身说疗效；或在

销售现场制造抢购产品，制造购买者甚众、争先恐后的假象等。

（7）回报承诺

推销者以“购买产品即可成为会员，而后推荐别人购买可获

报酬，推荐越多报酬越高”的方式招揽生意，拓宽销路，这对已经

失去稳定经济来源的老年人更具有诱惑力，老人们一不留神就容

易盲目购买产品成为会员，甚至落入非法传销的圈套。

（8）虚夸疗效

商家打着“绿色、健康、高科技、洋产品”的旗号，宣称其产品

是“包治百病、治病于无形”的灵丹妙药，片面夸大保健食品功能，

使消费者误以为保健食品可以替代药品使用，耽误了治疗疾病的

最佳时机。同时，商家对一些保健食品存在的副作用及不适用对

象只字不提，极可能损害消费者健康。

（9）擅加成分

一些不法生产企业见利忘义，擅自在保健食品中添加某些具

有特定功效的违禁药品成分，消费者食用后短时间可能起到缓解

病痛症状的作用，进而对该保健食品产生信任感甚至形成依赖，

长期使用对消费者的身心健康都将构成极大威胁。

（10）流动设点

部分保健食品经销商采用租赁临时经营活动场所，设立流动

摊点或者上门推销等方式开展活动，一旦发生重大纠纷或者被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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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门查禁，马上转移藏匿，另起炉灶，逃避责任，产品的售后服

务质量难以得到保障。

3.“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问答”

请参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问答”。

（二）宣传板横幅、标语

1. 尺寸

1.1横幅：内容设置与主题活动相关。

1.2横幅尺寸：8m*70cm，可根据活动场所情况进行调整。

2. 内容

2.1 购买食品时，尽量到正规的商店购买。

2.2 注意看食品的生产厂名、厂址、厂家电话及产品说明等

是否齐全。

2.3 食品的基本功能是维持生命，与治疗疾病没有无关。

2.4 能治病的食品，当心是“药物添加”；

2.5 凡声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食品或保健食品，一律不

要购买。

2.6 治理虚假宣传、维护健康权益。

2.7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2.8 选购保健食品请认清适宜人群和不适宜人群，选择适合

自身需要的产品。

2.9 远离食品保健食品非法营销，保护自身健康。

2.10 合理消费保健食品，谨防“免费活动”虚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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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购买保健食品请索看产品批准证书和生产许可证。

2.12 购买保健食品请认准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和国家批

准文号。

（三）宣传板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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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场演讲稿内容

1. 主题

1.1 如何避免购买保健食品上当？

1.2 如何正确的选择保健食品？

2. 演讲稿内容

2.1 购买保健食品预防上当受骗的办法：

（参考资料：原食药总局官网

http：//samr.cfda.gov.cn/WS01/CL1975/224568.html）
第一，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保健食品一般需要较长时间服用

才能对身体起到保健作用，不能相信所谓的“疗效”、“速效”。如

需治疗疾病应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或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切忌听信会议讲座、街头小报的虚假宣传，用保健食品代替药品，

以致延误治疗时间，加重病情。有关宣传治疗恶性肿瘤、疑难杂

症和各种疾病的所谓保健食品小广告，均属于违法广告，消费者

千万不要为治疗某一疾病而购买保健食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正在采取措施，严厉打击有关非法宣传行为。

第二，选择保健食品，必须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如，免疫力

低下、失眠、单纯性肥胖者，可以选择相应的增强免疫力、改善睡

眠、减肥类保健食品。消费者应当充分了解自身的情况，合理选

择，切忌在选购时轻信广告、盲目跟风。同时，消费者应当按照标

签说明书载明的使用方法，科学使用保健食品。

第三，购买保健食品，须认准保健食品标志和批准文号。保

健食品产品外包装上有蓝色草帽样标志，标志下方为批准文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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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部门。目前市场上存在原卫生部（1996年 11月至 2003年 7
月）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3年 10月之后）批准的保

健食品产品。原卫生部批准的国产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为“卫食健

字+（年代号）+顺序号”，进口保健食品为“卫进食健字+（年代

号）+顺序号”或“卫食健进字+（年代号）+顺序号”，下面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字样；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的国产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为“国食健字G+4位年代号+4位顺序

号”，进口保健食品为“国食健字 J+4位年代号+4位顺序号”，下面

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字样。每个保健食品批准文

号只能对应一个产品，如果消费者在市场上发现一个批准文号对

应多个产品的情况，务必谨慎，可以登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http：//samr.saic.gov.cn/）“数据查询”栏目查询产品的真实情况。

请认准以下标识：

2003年以前的国产及进口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保健食品标

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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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如何正确选择保健食品？

（参考资料：原食药总局官网：

http：//samr.cfda.gov.cn/WS01/CL1975/179152.html）
（1）看销售场所资质。

到证照齐全的正规场所购买产品，特别要注意有没有营业执

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通过网络、会议、电视、直销和电话等方式

购买产品，也应先行确认资质信息。

（2）看产品标志。

要认准外包装上的保健食品标志，正规保健食品都有对应的

批准文号。保健食品的标志为天蓝色专用标志，与批准文号上下

排列或并列。不要购买标签上没有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但声称是

保健食品的产品。若对购买的保健食品质量有所怀疑，可记下保

健食品批准文号，在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的数据库

中查询。

（3）看包装标识。

保健食品包装标识必须注明以下项目：1、保健食品名称；2、
净含量及固形物含量；3、配料；4、功效成分；5、保健作用或保健

功能；6、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7、食用方法；8、日期标示（生产

日期及保质期）；9、储藏方法；10、执行标准；11、保健食品生产企

业名称及地址；12、生产许可证号。不要购买无厂名、厂址、生产

日期和保质期的产品；不要购买标签上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号

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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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注意产品的禁忌。

保健食品只适宜特定人群调节机体功能时食用，因此要对症

选购。要详细查看产品标签和说明书，看看食用者是不是该产品

的“特定人群”，或者是不是“不适宜人群”。老年人、体弱多病或

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儿童（含婴幼儿）及青少年、孕妇乳母要谨

慎选择。不要购买声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保健食品。

（5）不以价格来衡量保健食品效果强弱。

因为产品剂量、添加物质和品牌不同，保健食品价格也不一

样。如果您不需要更多的添加内容（如加钙等），那么选择功能少

些、价格低些的保健食品就可以了。另外，不要相信任何百分比，

比如吸收率、沉积率、使用率、有效率、治愈率等。

3. 现场演讲备用ppt

3.1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十大骗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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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认识保健食品的安全和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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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场有奖问答

（主持人提问观众回答）

1. 叔叔阿姨大部分都曾经购买过保健食品吧，是不是都曾

经看到很多商家说他们的产品可以抗癌、延年益寿等等，那么目

前我国批准允许的功能声称只有 27种，前边市场监管局的专家

老师也已经给大家普及过了，那哪位能告诉我，抑制肿瘤在这27
种里吗？请抢答。

正确答案：不是。

2. 叔叔阿姨，请问保健食品的标志是什么样子的？

正确答案：是蓝色草帽样标志，标志下方为批准文号和批准

部门。

3. 购买保健食品时，应该重点关注那三个方面？

正确答案：销售场所资质、外包装和说明书。

4. 一个保健食品批准问号能对应多个产品吗？

正确答案：不能。所以当您在市场上发现一个批准文号对应

多个产品的情况，务必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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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发现违法生产经营保健食品，可及时向当地市场监管

部门举报，举报电话多少？

正确答案：12315、12331。
6. 得了心脏病，可以吃保健食品吗？

正确答案：不行。保健食品不能治病，生病了还是需要去医

院就诊。

7. 当我们购买了保健食品，是不是就一定能保证身体健康呢？

正确答案：不是。保健食品主要是调节身体机能，吃动平衡

才是健康的关键。

8. 看见推销人员宣传说XX公司提取植物天然原料，所得最

新研究成果，能延缓衰老，延年益寿，并安排免费参观，这样的话

能信吗？

正确答案：不能。保健食品不是灵丹妙药，并不具备“神奇”

的功能。

9. 保健食品可以代替日常饮食吗？

正确答案：不能。保健食品不能代替日常饮食，仅仅是补充

饮食不够全面所缺乏的营养。

10. 参加“全国健康万里行”“老年人模特队”“夕阳红旅游”等

公益活动，却在活动现场销售保健食品，这属于哪种骗术？

正确答案：假借公益型骗术。以健康等公益活动为主题的销

售行为，都属于假借公益型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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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防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

商超宣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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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超宣传方案

一、活动目的

通过阐述防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基本知识和

防骗注意事项，分享消费经验，提倡“科学饮食、理性消费”理念，

帮助公众避免上当受骗，主动维护自身健康权益。

二、参加人员

商超购物者及经营管理人员，50-100人。

三、活动流程

（一）活动流程简介

1. 在主要商超设置打击“违规促销”“假冒伪劣食品”食品保

健食品宣传站点，告知消费者不要购买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

证以及无生产厂家，来路不明的产品。

2. 制作横幅、科普展板、视频等科普材料，在商超人流较大

地方悬挂摆放，如电视屏幕、宣传墙等，同时向消费者发放知识手

册，播放视频。

3. 制作购物指示卡片，在商超主要货架摆放，传播食品保健

食品欺诈与虚假宣传知识和防骗提示。

4. 在典型商超开展专题宣传活动。活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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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导讲话，介绍宣传活动背景及情况。

（2）监管人员分享打击食品保健食品欺诈与虚假宣传典型案

例，提示防骗技巧。

（3）邀请专家参加活动，科普食品保健食品欺诈与虚假宣传

相关知识。

（4）播放《整治进行时》、《较量》视频。

（二）宣传形式

1. 制作食品和保健食品相关知识卡片、折页。

2. 播放相关动画、宣传视频。

3. 设计展板、海报。

4. 制作购物指示卡片。

5. 组织食品保健食品公益宣讲、专家咨询等活动。

6. 发放食品保健食品发放科普知识手册等。

四、素材内容

（一）知识卡片、折页

1. 科学选用保健食品。

2.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问答。

（二）宣传视频

1. 视频资料

选取原食药总局及地方食药局所制作的关于食品保健食品

的相关视频在社区活动中心播放，内容主要以针对人群（包括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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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人、骨质疏松、三高人群等）如何选择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基

本知识、保健食品如何防骗、保健食品消费提示等。

视频选用原食药总局官网中李可基教授解读保健食品的食

品作为内容。

2. 视频内容

（1）总局及地方局制作如：你适合吃保健食品吗？

<https：//weibo.com/tv/v/FDGFkgO7E>
（2）如何擦亮眼睛购买保健食品？

<https：//weibo.com/3166469600/F3lhrknLY>
（3）防骗指南

<http：//samr.cfda.gov.cn/WS01/CL1975/226634.html>
（4）保健食品销售骗局常见套路（上）

<https：//weibo.com/tv/v/FEs6wx3yp>
（5）保健食品销售骗局常见套路（下）

<https：//weibo.com/tv/v/FFwgjCM6I>
（6）如何明辨保健食品的真伪？

<https：//weibo.com/tv/v/FpGUt6knW>
（7）保健食品安全如何保障？

<https：//weibo.com/tv/v/F1HubDHnD>
（8）警惕保健食品违法广告

<https：//weibo.com/tv/v/F0BsReI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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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保健食品消费提示

<https：//weibo.com/tv/v/Ernti8wGh>
（三）展板、海报

1. 展板文字

（1）保健（功能）食品与一般食品有什么区别？

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

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

品”。（《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

质等营养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

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

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释义》）

（2）保健食品应当具有哪些特点？

保健食品是食品而不是药品，药品是用来治疗疾病的，而保

健食品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不追求临床治疗效果，也不能宣传

治疗作用。保健食品重在调节机体内环境平衡与生理节律，增强

机体的防御功能，达到保健康复的目的。保健食品具有一般食品

的共性，即营养性，提供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感官性，提供色、香、

味、形、质等以满足人们不同的嗜好和要求；安全性，必须符合食

品卫生要求，必须不对人体产生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而药品

则允许有一定程度的毒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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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应具功能性，即具有调节机体功能，这是保健食品

与一般食品的区别。它至少应具有调节人体机能作用的某一种

功能，如免疫调节功能、延缓衰老功能、改善记忆功能、促进生长

发育功能、抗疲劳功能、减肥功能等。其功能必需经必要的动物

或人群功能试验，证明其功能明确、可靠。

（3）哪些人群适合服用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适于特定人群食用，一般需按产品说明规定的人群

食用，这是保健食品与一般食品另一个重要不同。

保健食品由于具有调节人体的某一个或几个功能作用，因而

只有某个或几个功能失调的人群食用才有保健作用，对该项功能

良好的人食用这种保健食品就没有必要，甚至食用后会产生不良

作用。

例如延缓衰老保健食品适宜中老年人食用，儿童不宜食用；

减肥食品适宜肥胖人食用，消瘦人不宜食用。

（4）保健食品可以宣称的27种功能

（参考资料：原食药总局官网

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1685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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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功能类别

增强免疫力

辅助降血脂

辅助降血糖

抗氧化

辅助改善记忆

缓解视疲劳

促进排铅

清咽

辅助降血压

改善睡眠

促进泌乳

缓解体力疲劳

提高缺氧耐受力

对辐射危害
有辅助保护功能

序号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功能类别

减肥

改善生长发育

增加骨密度

改善营养性贫血

对化学性肝损伤的
辅助保护作用

祛痤疮

祛黄褐斑

改善皮肤水份

改善皮肤油份

调节肠道菌群

促进消化

通便

对胃粘膜损伤
有辅助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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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何鉴别保健食品真伪？

（5.1）购买保健食品确保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5.2）先看有无“小蓝帽”标识这是国家为让消费者辨认区分

真假保健食品的特制标志；

（5.3）其次看包装是否规范，有无清晰的或无法识别的部分；

（5.4）看GMP认证标志：GMP是国际通行的食品医药企业良

好的生产流程和管理规范，是我国药品和保健食品生产的强制

项目；

（5.5）看成分表：消费者要仔细看产品成分说明，大家购买时

一定要看仔细；

购买保健食品，须认准保健食品标志和批准文号。保健食品

产品外包装上有蓝色草帽样标志，标志下方为批准文号和批准部

门。目前市场上存在原卫生部（1996年11月至2003年7月）和原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3年10月之后）批准的保健食品产

品。原卫生部批准的国产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为“卫食健字+（年代

号）+顺序号”，进口保健食品为“卫进食健字+（年代号）+顺序号”

或“卫食健进字+（年代号）+顺序号”，下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生部批准”字样；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国产保健

食品批准文号为“国食健字G+4位年代号+4位顺序号”，进口保

健食品为“国食健字 J+4位年代号+4位顺序号”，下面有“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字样。每个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只能对

应一个产品，如果消费者在市场上发现一个批准文号对应多个产

—— 48



品的情况，务必谨慎，可以登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http：//
samr.saic.gov.cn/）“数据查询”栏目查询产品的真实情况。

（6）请认准以下标识

（6.1）2003年以前的国产及进口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保健食

品标识为：

国产保健食品标识（2003年前）进口保健食品标识（2003年前）

（6.2）2004年以后国产及进口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保健食品

食品标识为：

国产保健食品标识（2004年后进口保健食品标识（2004年后）

（7）《2017年十大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典型案例》

（7.1）湖南衡阳周某等人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食品案

2017年9月，湖南省衡阳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联合公安机关捣

毁非法销售窝点3处，查获犯罪嫌疑人周某、李某及下线阮某、谢

某、黄某利用互联网销售添加西布曲明、酚酞等国家禁止添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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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食品，涉案货值2亿元。周某等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公安机

关处置。

（7.2）浙江湖州胡某等人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食品案

2017年 5月，浙江省安吉县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反映市售

“亿好酒”和“益草康”等凉茶宣称疾病治疗功能，立即组织查处。

经湖州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在 6个批次“亿好酒”中检

出地塞米松、吲哚美辛，在 4 个批次“益草康”中检出双氯芬酸

钠，涉案货值 1000多万元。犯罪嫌疑人胡某等人已被移送公安

机关处置。

（7.3）重庆余某等人生产经营非法添加药品的食品案

2017年9月，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会同公安机关捣毁余某

等人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设立的3处无证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西布

曲明的食品（欧雷顿Z7咖啡）窝点，涉案货值1000万元。犯罪嫌

疑人已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置。

（7.4）北京延庆北京奶鲜生食品有限公司未经许可从事食品

生产活动和标注虚假生产日期案

2017年9月，北京市延庆区食品药品监管局查实北京奶鲜生

食品有限公司存在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活动和标注虚假生产

日期行为，涉案货值 20余万元。该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二十二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没收违法

生产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工具、设备等物品，折合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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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4万元；没收违法所得19.8万元；并处罚款342.8万元。

（7.5）广东广州恒元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未经许可销售食品

保健食品案

2017年9月，广东省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查实广州市恒元

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利用会议营销形式，未经许可非法从事

食品保健食品销售行为，涉案产品货值金额为 10万元。该局依

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等规定，对当事人给予行

政处罚：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没收违法所得1.3万元；罚款160.2
万元。

（7.6）辽宁鞍山康寿家园保健品店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

食品案

2017年9月，辽宁省鞍山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破获鞍山市铁东

区康寿家园保健品店销售非法添加苯乙双胍药品的食品案。捣

毁制售黑窝点 1个，及时将犯罪嫌疑人黄某移送公安机关处置。

该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黄某处以

终生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行政处罚。

（7.7）山西晋城司志强羊蝎子火锅凤西店未经许可经营食品案

2017年7月，山西省晋城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查实司志强羊蝎

子火锅凤西店存在无证经营行为，违法货值金额 10余万元。该

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给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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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行政处罚：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罚款102.3万元。

（7.8）湖北大悟县龙某某未经许可销售保健食品案

2017年7月，湖北省大悟县食品药品监管局联合公安机关成

功破获了龙某某无证销售保健食品案，关停会议营销场所 1个。

该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给予

当事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经营的“蜂胶软胶囊”等6类保健食品

5941瓶（箱）；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合计4.9万元。

（7.9）重庆云阳县韩妹餐饮店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案

2017年 7月，重庆市云阳县食品药品监管分局接到举报，反

映韩妹餐饮店加工的羊杂面含有吗啡等违禁物质。经重庆市万

州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检测结果显示从该店抽样的羊杂面含有

罂粟碱、吗啡和那可丁成分。该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

三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吊销当事人食品经营许可证。

（7.10）甘肃庄浪县小鱼粮油超市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食

品案

2017年7月，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食品药品监管局查获庄浪

县小鱼粮油超市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案。该局依据《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没收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食品20千克，没收手动打码机1台；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合计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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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报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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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示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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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益演讲

1. 宣讲人员

宣讲人群可为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专家学者等。

2. 讲稿内容

（1）什么是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

质等营养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

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

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释义》）。

（参考市场监管总局：http：//samr.cfda.gov.cn/WS01/CL1975/
229620.html）。

（2）如何鉴别保健食品？

首先，保健食品最特殊的标志就是在外包装的“主要展示版

面”的左上方应并排或上下排列标注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志”，

为天蓝色图案，下有“保健食品”字样。

其次，在“蓝帽子”标志下方必须标注批准文号并且批准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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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须统一。如“国食健字【年号】××××号”，或“卫食健字【年

号】××××号”。国产保健食品的批准文号是“卫（国）食健字”，进

口保健食品是“卫（进）食健字”。

再次，保健食品的批准名称不提功效，包装必须注明：名称、

净含量及固形物含量、配料、功效成分、保健作用、适宜人群、食用

方法、日期标示（生产日期及保质期）、储藏方法、执行标准、保健

食品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生产许可证号等。

最后，消费者还可以通过登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http：//
samr.saic.gov.cn/）查询该保健食品是否正规。

（3）哪些属于食品与保健食品的虚假宣传

（3.1）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

病预防、治疗功能。非保健食品的标签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

健功能。

（3.2）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

能，内容应当真实，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载明适宜人

群、不适宜人群、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并声明

“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保健食品的功能和成分应当与标签、说明

书相一致。

（3.3）食品保健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

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保健食品还应当声明“本

品不能代替药物”。

（3.4）食品保健食品的广告、宣传册、音频视频、会议讲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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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都不得偏离标签、说明书标示的内容，严禁涉及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

（4）购买保健食品预防上当受骗的办法

（参考资料来源：国家市场监管总局（http：//samr.saic.gov.cn/）
采购食品要做到“五个查看”

（4.1）查看商家是否持有合法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营业

执照。

（4.2）查看食品包装标签上的食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

日期，成分或配料表，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产

品标准代号，贮存条件，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生产许可证编号

等是否清楚齐全。

（4.3）查看食品是否超过保质期。

（4.4）查看外包装是否整洁，有无破损异常，真空包装食品是

否出现漏气、胀袋等现象。

（4.5）查看购物凭据的内容是否与实物一致，并妥善保管。

（5）选购保健食品要牢记“五个注意”

（5.1）注意保健食品是食品的特殊种类，不能预防疾病，更不

能代替药品。

（5.2）注意保健食品不能代替其他食品，要坚持正常饮食。

（5.3）注意保健食品不是灵丹妙药，切勿听信将保健食品比

作包治百病的虚假夸大宣传。

（5.4）确实需要购买保健食品的，注意到信誉好、证照齐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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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商场、超市、药店或专卖店选购。

（5.5）选购保健食品要注意认准“蓝帽子”标志，索取并保存

好购买票据。

（6）防止受欺骗要提高“五个警惕”

（6.1）警惕“药到病除”，一些非法保健食品广告声称可以治

疗某种疾病，常用如“根治”“无效退款”“无毒副作用”等承诺欺

骗、诱导消费者。

（6.2）警惕“健康讲座”，一些不法商家利用“访谈、讲座”等形

式，邀请一些假冒专家、教授和老中医开展“养生”讲座，借机兜售

保健食品。

（6.3）警惕“免费服务”，一些不法商家通过“赠药”“免费试

用”等方式组织促销活动，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洗脑”。

（6.4）警惕“权威证明”，一些非法保健食品广告以国家机关

及事业单位、学术机构、行业组织的名义和形象，为产品的功效作

说明，以“科学研究发现”为幌子行骗。

（6.5）警惕“专家义诊”，不要相信所谓“专家”“教授”开展的

免费体检或义诊，不要因此被诱骗购买一堆不知真假的“保健

食品”。

（7）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有哪些？

（参考资料：《2017年十大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典型

案例》http：//samr.cfda.gov.cn/WS01/CL1975/226760.html）
（7.1）湖南衡阳周某等人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食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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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湖南省衡阳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联合公安机关捣

毁非法销售窝点3处，查获犯罪嫌疑人周某、李某及下线阮某、谢

某、黄某利用互联网销售添加西布曲明、酚酞等国家禁止添加药

物的食品，涉案货值2亿元。周某等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公安机

关处置。

（7.2）浙江湖州胡某等人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食品案

2017年 5月，浙江省安吉县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反映市售

“亿好酒”和“益草康”等凉茶宣称疾病治疗功能，立即组织查处。

经湖州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在6个批次“亿好酒”中检出地

塞米松、吲哚美辛，在4个批次“益草康”中检出双氯芬酸钠，涉案货

值1000多万元。犯罪嫌疑人胡某等人已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置。

（7.3）重庆余某等人生产经营非法添加药品的食品案

2017年9月，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会同公安机关捣毁余某

等人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设立的3处无证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西布

曲明的食品（欧雷顿Z7咖啡）窝点，涉案货值1000万元。犯罪嫌

疑人已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置。

（7.4）北京延庆北京奶鲜生食品有限公司未经许可从事食品

生产活动和标注虚假生产日期案

2017年9月，北京市延庆区食品药品监管局查实北京奶鲜生

食品有限公司存在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活动和标注虚假生产

日期行为，涉案货值 20余万元。该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二十二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没收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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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工具、设备等物品，折合人民

币4万元；没收违法所得19.8万元；并处罚款342.8万元。

（7.5）广东广州恒元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未经许可销售食品

保健食品案

2017年9月，广东省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查实广州市恒元

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利用会议营销形式，未经许可非法从事

食品保健食品销售行为，涉案产品货值金额为 10万元。该局依

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等规定，对当事人给予行

政处罚：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没收违法所得1.3万元；罚款160.2
万元。

（7.6）辽宁鞍山康寿家园保健品店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

食品案

2017年9月，辽宁省鞍山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破获鞍山市铁东

区康寿家园保健品店销售非法添加苯乙双胍药品的食品案。捣

毁制售黑窝点 1个，及时将犯罪嫌疑人黄某移送公安机关处置。

该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黄某处以

终生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行政处罚。

（7.7）山西晋城司志强羊蝎子火锅凤西店未经许可经营食品案

2017年7月，山西省晋城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查实司志强羊蝎

子火锅凤西店存在无证经营行为，违法货值金额 10余万元。该

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给予当

—— 64



事人行政处罚：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罚款102.3万元。

（7.8）湖北大悟县龙某某未经许可销售保健食品案

2017年7月，湖北省大悟县食品药品监管局联合公安机关成

功破获了龙某某无证销售保健食品案，关停会议营销场所 1个。

该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给予

当事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经营的“蜂胶软胶囊”等6类保健食品

5941瓶（箱）；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合计4.9万元。

（7.9）重庆云阳县韩妹餐饮店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案

2017年 7月，重庆市云阳县食品药品监管分局接到举报，反

映韩妹餐饮店加工的羊杂面含有吗啡等违禁物质。经重庆市万

州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检测结果显示从该店抽样的羊杂面含有

罂粟碱、吗啡和那可丁成分。该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

三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吊销当事人食品经营许可证。

（7.10）甘肃庄浪县小鱼粮油超市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食

品案

2017年7月，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食品药品监管局查获庄浪

县小鱼粮油超市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案。该局依据《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没收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食品20千克，没收手动打码机1台；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合计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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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何选购保健食品

随着大家对健康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都会购买保健食品。

一些消费者盲目选购保健食品，给食用者带来安全隐患。我国保

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等营

养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

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

慢性危害的食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释义》）为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正确选购保健食品，谨防上当受骗，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提醒消费者：

（8.1）认清保健食品标志。

保健食品产品外包装上有蓝色草帽样标志，标志下方为批准

文号和批准部门。目前市场上存在原卫生部、原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的保健食品产品。原卫生部

批准的国产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为“卫食健字+（年代号）+顺序号”，

进口保健食品为“卫进食健字+（年代号）+顺序号”或“卫食健进

字+（年代号）+顺序号”；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批准的国产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为“国食健字G+4位年

代号+4位顺序号”，进口保健食品为“国食健字 J+4位年代号+4位

顺序号”。每个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只能对应一个产品，如果消费

者在市场上发现一个批准文号对应多个产品的情况，务必谨慎，

消费者可以登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http：//samr.saic.gov.cn/）
“数据查询”栏目查询产品的真实情况。认清保健食品的法定标

志，是正确选购保健食品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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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仔细阅读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

保健食品标签和说明书包含了产品的原辅料、功效成分或者

标志性成分及含量、保健功能、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食用方法

及食用量、注意事项、保质期、产品注册和生产等相关信息。

消费者应根据产品声称的保健功能，结合自己的身体健康状

况，有针对性地选择保健食品，尤其是老年体弱者、慢性病患者、

儿童及青少年、孕妇等特定人群，在选择保健食品时要谨慎。任

何保健食品都有一定的适宜人群，有的还标注不适宜人群，消费

者在选择时也必须加以注意。

（8.3）选择正规销售渠道购买保健食品。

消费者若需购买保健食品，应到信誉好、证照齐全的正规销

售场所购买。购买时除要认准保健食品标志和批准文号外，还要

仔细察看包装上厂名、厂址、联系电话、生产日期、有效期限等，并

妥善保管购物发票和相关凭证。不要盲目参加任何以产品销售

为目的的健康知识讲座、专家报告等；不要盲目通过会议销售、电

话销售、免费试用等活动购买保健食品；不要购买无保健食品标

识的非法保健食品。

（8.4）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品，用来治疗疾病，以免延误

病情。如已被骗，应该怎么做？如果发现违法生产经营保健食品

的，消费者可及时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投诉举报电话：

12315、1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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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源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http：//samr.cfda.
gov.cn/WS01/CL1975/179152.html>）

（六）演讲用PPT

1. PPT：“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十大骗术案例”

—— 68



—— 69



—— 70



—— 71



—— 72



—— 73



2. PPT：“认识保健食品的安全和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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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知识手册

1. 科学选用保健食品。

2.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问答。

五、有奖问答

问答活动形式：

（一）叔叔阿姨大部分都曾经购买过保健食品吧，是不是都曾

经看到很多商家说他们的产品可以抗癌、延年益寿等等，那么目

前我国批准允许的功能声称只有 27种，前边市场监管局的专家

老师也已经给大家普及过了，那哪位能告诉我，抑制肿瘤在这27
种里吗？请抢答。

正确答案：不是。

（二）叔叔阿姨，请问保健食品的标志是什么样子的？

正确答案：是蓝色草帽样标志，标志下方为批准文号和批准

部门。

（三）购买保健食品时，应该重点关注那三个方面？

正确答案：销售场所资质、外包装和说明书。

（四）一个保健食品批准问号能对应多个产品吗？

正确答案：不能。

所以当您在市场上发现一个批准文号对应多个产品的情况，

务必谨慎。

（五）如发现违法生产经营保健食品，可及时向当地市场监管

部门举报，举报电话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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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12315、12331
（六）得了心脏病，可以吃保健食品吗？

正确答案：不行。

保健食品不能治病，生病了还是需要去医院就诊。

（七）当我们购买了保健食品，是不是就一定能保证身体健

康呢？

正确答案：不是。

保健食品主要是调节身体机能，吃动平衡才是健康的关键。

（八）看见推销人员宣传说XX公司提取植物天然原料，所得

最新研究成果，能延缓衰老，延年益寿，并安排免费参观，这样的

话能信吗？

正确答案：不能。

保健食品不是灵丹妙药，并不具备“神奇”的功能。

（九）保健食品可以代替日常饮食吗？

正确答案：不能。保健食品不能代替日常饮食，仅仅是补充

饮食不够全面所缺乏的营养。

（十）参加“全国健康万里行”“老年人模特队”“夕阳红旅游”等

公益活动，却在活动现场销售保健食品，这属于哪种骗术？

正确答案：假借公益型骗术。以健康等公益活动为主题的销

售行为，都属于假借公益型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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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防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

社区宣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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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宣传方案

一、活动目的

通过阐述防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基本知识和

防骗注意事项，分享消费经验，提倡“科学饮食、理性消费”理念，

帮助公众避免上当受骗，主动维护自身健康权益。

二、参加人员

社区居民，50-100人。

三、活动流程

（一）活动流程简介

1. 制作横幅、科普展板、视频等科普材料，在社区提前布置、

发放给社区居民，同时在活动环节发放、播放视频。

2. 制作健康指示牌，在社区各主要路段摆放，传播食品保健

食品欺诈与虚假宣传知识和防骗提示。

3. 在社区活动中心开展专题宣传活动。活动流程：

（1）领导讲话，介绍宣传活动背景及情况。

（2）监管人员分享打击食品保健食品欺诈与虚假宣传典型案

例，提示防骗技巧。

（3）邀请专家参加活动，科普食品保健食品欺诈与虚假宣传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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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播放《整治进行时》《较量》视频。

（二）横幅标语

在社区中的人流集中区域，如社区活动中心、社区广场、社区

进出口等地悬挂横幅，营造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教整治氛围，普

及基础知识。

1. 横幅标语形式

制作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横幅标语，在各社区重要宣传场

所悬挂，横幅尺寸8m*70cm，一至四个。

2. 横幅标语内容

（1）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2）合理消费保健食品，谨慎参加“免费活动”。

（3）警惕普通食品冒充保健食品，维护公消费者合法健康权益。

（4）落实习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打击欺诈虚假宣传。

（三）健康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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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指示牌形式

设计 2-4块健康指示牌（形式如图），分别在社区重要路口、

草坪等地摆放，提示食品保健食品欺诈与虚假宣传知识，普及健

康消费理念。

2. 健康指示牌内容

（1）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用于治疗疾病。

（2）谨慎参加保健品会销，防止上当受骗。

（3）保健食品不含全面的营养素，不能代替日常饮食，要坚持

正常饮食。

（4）保健食品不可替代药品，没有治疗作用，不可轻信广告

宣传。

3. 健康指示牌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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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板

1. 展板形式

（1）在社区各主要场所，如社区活动中心，社区广场、社区进

出口等地摆放展板，张贴海报，宣传食品保健食品欺诈与虚假宣

传知识。

（2）展板尺寸1.5m*70cm

—— 87



2. 展板内容

（1）展板一、保健功能那么多，如何声称才是合法的？

很多人在购买食品保健食品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商家都说它

们有抗癌、延年益寿等等各种各样的健康功效，都是真的吗？

其实，目前我国批准允许的声称只有27种，分别是：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功能类别

增强免疫力

辅助降血脂

辅助降血糖

抗氧化

辅助改善记忆

缓解视疲劳

促进排铅

清咽

辅助降血压

改善睡眠

促进泌乳

缓解体力疲劳

提高缺氧耐受力

对辐射危害有辅助保护功能

序号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功能类别

减肥

改善生长发育

增加骨密度

改善营养性贫血

对化学性肝损伤的辅助保护作用

祛痤疮

祛黄褐斑

改善皮肤水份

改善皮肤油份

调节肠道菌群

促进消化

通便

对胃粘膜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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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市场监管总局官网

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168507.html）
（2）展板二、如何选购保健食品？

随着大家对健康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都会购买保健食品。

一些消费者盲目选购保健食品，给食用者带来安全隐患。我国保

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

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

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

危害的食品。

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正确选购保健食品，谨防上当受骗，

市场监管总局提醒消费者：

（2.1）认清保健食品标志。

保健食品产品外包装上有蓝色草帽样标志 ，标志下方

为批准文号和批准部门。目前市场上存在原卫生部、原食药总局

批准的保健食品产品。原卫生部批准的国产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为

“卫食健字+（年代号）+顺序号”，进口保健食品为“卫进食健字+（年

代号）+顺序号”或“卫食健进字+（年代号）+顺序号”；原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国产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为“国食健字G+4位

年代号+4位顺序号”，进口保健食品为“国食健字 J+4位年代号+4
位顺序号”。每个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只能对应一个产品，如果消费

者在市场上发现一个批准文号对应多个产品的情况，务必谨慎，消

费者可以登陆市场监管总局（http：//samr.saic.gov.cn/）“数据查询”

栏目查询产品的真实情况。认清保健食品的法定标志，是正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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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保健食品的重要环节。

（2.2）仔细阅读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

保健食品标签和说明书包含了产品的原辅料、功效成分或者

标志性成分及含量、保健功能、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食用方法

及食用量、注意事项、保质期、产品注册和生产等相关信息。

消费者应根据产品声称的保健功能，结合自己的身体健康状

况，有针对性地选择保健食品，尤其是老年体弱者、慢性病患者、

儿童及青少年、孕妇等特定人群，在选择保健食品时要谨慎。任

何保健食品都有一定的适宜人群，有的还标注不适宜人群，消费

者在选择时应该也必须加以注意。

（2.3）选择正规销售渠道购买保健食品。

消费者若需购买保健食品，应到信誉好、证照齐全的正规销

售场所购买。购买时除要认准保健食品标志和批准文号外，还要

仔细察看包装上厂名、厂址、联系电话、生产日期、有效期限等，并

妥善保管购物发票和相关凭证。不要盲目参加任何以产品销售

为目的的健康知识讲座、专家报告等；不要盲目通过会议销售、电

话销售、免费试用等活动购买保健食品；不要购买无保健食品标

识的非法保健食品。

（2.4）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品，用来治疗疾病，以免延误

病情。

如已被骗，应该怎么做？如果发现违法生产经营保健食品的，

消费者可及时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投诉举报电话：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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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展板三、保健食品十大大骗术

（3.1）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十大骗术案例文字版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

质等营养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

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

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不法商家忽悠消费者进行欺诈和虚假

宣传的主要方式有哪些？最常见的有十种方式：

●骗术一：假借公益欺骗型

【典型案例】江苏某公司利用“广播电视报读者俱乐部”名义

虚假宣传销售保健食品案

【行骗套路】

第一步：与各地广播电视报签订协议，随后以广播电视报读

者俱乐部或生活馆的名义对外宣传。

第二步：刊登广告、发放小礼品等形式，吸引老年人参加健康

养生知识讲座。

第三步：借助“全国健康万里行”“老年人模特队”“夕阳红旅

游”等公益活动的名义，组织所谓“专家”以网络视频会议的形式，

同时对全国136家读者俱乐部或生活馆讲解“养生知识”，现场开

展各种互动，会后一对一诱导与会老人高价购买“牛葆圣方”（高

山耗牛鞭胶囊）、蜂胶、“富硒酵母片”、蛋白粉等。

【危害性】

（一）披上合法外衣，借助公益活动，更具欺骗性。

（二）利用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和高科技手段，危害受众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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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语】谨防假借公益之名，行谋财之实

●骗术二：冒充专家恐吓型

【典型案例】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查处某企业涉嫌违法经营

保健食品案

【行骗套路】

第一步：对“假专家”进行虚假包装、宣传。

第二步：组织健康讲座和体检，由“假专家”介绍脑卒中（中

风）的严重性，让消费者产生恐惧心理。

第三步：由“假专家”开展“一对一”的“诊疗”，解读体检报告，

渲染体检结果的严重性，吓唬消费者，给消费者下“病危通知”，并

提出治疗方案（使用特供保健食品治疗），从而达到以高价销售特

供保健食品的目的。

【危害性】

（一）“假专家”随意编造头衔，使得患病老人上当受骗，延误

病情。

（二）产品价格虚高数倍，甚至数十倍，骗取老年人多年积蓄。

（三）破坏家庭和谐，导致很多家庭老人与子女之间的矛盾。

【警示语】

保健品不能治病，假专家害人不浅

●骗术三：瞒天过海神吹型

【典型案例】浙江省安吉县查获胡某等人销售“神药”型食品

保健食品案

【行骗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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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在普通酒、饮品中添加“地塞米松、吲哚美辛、阿司匹

林、双氯芬酸钠”等化学药物成分。

第二步：通过广招代理商，营造热销氛围，感觉大家都在买。

第三步：利用广告“神吹”，“秘方”诱导，将普通酒或饮品包装

成治百病的“神药”。

比如宣称“亿好酒”拥有独特秘方，采用纯天然中草药植物配

制而成，无激素，可治疗痛风、颈椎炎、腰肩盘突出、腰肌劳损、风

湿、类风湿、手脚麻木等。

【危害性】

（一）“神药”添加了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西药，长期食用对人

体健康危害极大，特别是中老年人食用后可能发生意外死亡。

（二）神吹广告具有欺骗性，老年人容易上当受骗。

【警示语】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神药

●骗术四：免费旅游陷阱型

【典型案例】浙江省丽水市查处某公司涉嫌虚假宣传销售保

健食品案

【行骗套路】

第一步：组织会议，观看视频，由公司老总亲自演说公司产品

“澳益佰牌金枪鱼油软胶囊”治疗百病的神奇功效。

第二步：以“感恩行动”名义组织老年人客户到旅游景点免费

旅游，在游玩期间组织“假专家”对这些客户进行身体检查。

第三步：谎称部分客户有极大的患癌风险，故意制造恐慌气

氛，然后借此推销声称可以治疗癌症的的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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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

（一）对老年人虚假关心，从而欺骗钱财，甚至危害老年人身

心健康。

（二）破坏老年人家庭和睦，引起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矛盾。

【警示语】天上不会掉馅饼，羊毛出在羊身上

●骗术五：非法添加毒害型

【典型案例】浙江省宁波市、嘉兴市和台州市等地破获制售有

毒有害壮阳、减肥类产品等多起案件

【行骗套路】第一步：生产者设立生产窝点，大量生产含有西

布曲明、西地那非、酚酞等有毒有害成分的无外包装减肥、壮阳产

品胶囊，并通过网络向全国批发销售。

第二步：代理商购得减肥、壮阳产品胶囊后，定制外包装，成

立多个微商团队，通过微信、淘宝等方式将虚假包装后的有毒有

害产品销往全国。

第三步：私刻国家行政机关公章、业务专用章、事项许可章

等，伪造保健食品批准文号、证书等开展虚假宣传。

【危害性】

（一）生产和销售团伙通过互联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隐蔽性

强，受害人群大。

（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犯罪团伙参与人数多、范围广。

【警示语】微商网店谨慎购药，减肥壮阳谨防受害

●骗术六：连环施计圈套型

【典型案例】浙江省嵊州市破获某公司虚假宣传销售保健食

—— 94



品案

【行骗套路】

第一步：通过宣传单或现场产品推介会，夸大虚假宣传“益他

吉”纯天然浓缩果汁浓浆饮品和“维肽惜”果蔬饮品功效，声称可

以预防和辅助治疗肿瘤；降低尿酸、缓解痛风；预防骨质疏松；预

防和辅助治疗感冒；清除自由基，增强机体免疫力，延缓衰老等。

第二步：收集患者的病例，用于宣传“益他吉”和“维肽惜”对

治疗肺癌、胃癌等病情具有显著成效。

第三步：组织“癌症”患者现场说法，以“亲身经历”宣传食用

“益他吉”和“维肽惜”对治疗直肠癌的疗效。

【危害性】

（一）利用“癌症”患者现场说法，欺骗性强。

（二）将普通食品渲染成能治癌症的神药，忽略正规治疗，容

易延误癌症患者的治疗，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警示语】眼见未必实，有病正规治

●骗术七：虚构认证伪装型

【典型案例】某食品店虚假宣传销售“高科技产品”案

【行骗套路】

第一步：分发宣传资料，以免费领取礼品、礼物的方式，吸引

老年顾客到店，获得客源，登记个人信息。

第二步：定期组织健康讲座和产品宣传会，虚假宣传“康源京

健”胶原蛋白粉具有预防及改善心脑血管疾病、白内障等无法证

实的医疗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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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使用“国内唯一一款”“全球公认”“美国哈弗医学院

临床证明”、“欧盟EDQM认证、英国BRC认证、瑞士SGS认证”等

权威认证信息，将产品伪装成高科技产品，并伺机高价向老年顾

客推销。

【危害性】

（一）将普通食品伪装成高科技产品，欺骗性强，且虚高的价

格使得老年人的钱财受到极大损失。

（二）虚假使用权威认证，破坏了认证的权威性，损坏了政府

信誉。

【警示语】认准蓝帽子，识破假权威

●骗术八：量身定制诱导型

【典型案例】张某虚假宣传推销食品案

【行骗套路】

第一步：开展健康讲座宣传产品，并印制宣称“信邦迪福食用

菌系列产品”适用多种疾病、配料添加多种名贵中药材的说明书

宣传散页，向消费者散发。

第二步：发展会员并将其虚假包装成“专家”，宣传其为“老

师”，由“老师”上门推销。

第三步：“老师”针对消费者的病情拿出“量身定做”的营销方

案，渲染消费者病情的严重性，针对性提出“一对一”的“治疗”方

案，进一步鼓吹“产品具有正规医疗难以企及的效果。

【危害性】

（一）假“老师”上门推销，违法行为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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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假宣传使患者相信使用该产品优于正规治疗，导致其

停止正规治疗，延误病情。

（三）导致社会信誉丧失、人际关系缺乏信任，正常交往产生

戒心。

【警示语】

定制服务是假，推销骗财是真

●骗术九：自编自演体验型

【典型案例】某咨询服务中心虚假宣传销售医疗器械案

【行骗套路】

第一步：推出免费体验，以“体验店”“国际风采展示”“荣誉证

书”等内容，衬托其宣传并销售的电位治疗仪产品高大上的形象。

第二步：宣称产品包治百病，夸大产品功效。体验期间向体

验者宣传电位治疗仪的四大功能，即“净化血液、清血排毒，活化

细胞、促进新陈代谢，安定自律神经、促进激素的分泌，提高人体

免疫力、增强抵抗力”。

第三步：通过播放虚构的体验者回访视频，假借体验者名义

悬挂自己制作的锦旗等形式，宣传电位治疗仪对改善身体、治疗

毛病的作用，声称只要坚持体验，毛病都会好转。

第四步：在体验活动中自编自导消费者抢购场景，制造畅销

假象。

【危害性】

（一）夸大疗效，误导消费者。

（二）产品在无医生指导下使用，安全隐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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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价销售，掏空老年人腰包。

【警示语】

别让免费蒙蔽眼，体验背后是骗钱

●骗术十：非法集资诱骗型

【典型案例】某公司涉嫌销售假冒茅台白酒案

【行骗套路】

第一步：专门招募老年人代理推销保健食品，声称保健食品

功效好、公司实力强大，吸引老年人参与。

第二步：实施非法集资，利用老年人希望获利的心理，突出该

代理活动在缴纳一定本金的基础上可以按月获得分红。

第三步：待老年人缴纳费用后，免费提供保健食品，以“赠品”

反馈形式派发假冒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厂名厂址及注册商

标的白酒。

【危害性】

（一）通过包装项目、制造卖点、有偿赠送的形式，一步步降低

老年人警惕性，欺骗性强。

（二）利用投资高额回报的手段，达到对老年人实施非法集资

的目的，使得老年人钱财受骗数额大，后果严重。

（三）将假冒白酒迂回销售给老年人，老年人饮用后，对身体

危害大。

【警示语】分红获利须警惕，偷鸡不成蚀把来

（参考资料：浙江食药局）

（3.2）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十大骗术案例展示海报版

—— 98



—— 99



—— 100



—— 101



（3.3）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十大骗术案例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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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展板四、正确认识保健食品

（4.1）什么是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

质等营养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

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

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

它的根本属性：是特殊的食品，与药品有严格的区分。对特

定人群具有一定的调节机体功能，但不能取代药物对病人的治疗

作用。

（4.2）保健食品需要得到什么样的认证？

我国法定意义的保健食品必须经过国家指定的权威检验部

门的检验，经保健食品管理部门核准颁发保健食品批准证书，获

取相应的保健食品批准文号。

（4.3）有权授予保健食品批准文号的行政管理部门有哪些？

2003年以前是由原卫生部核发；2003年之后是由原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没有此两部门授予的保健食品批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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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产品，不视为保健食品。

（4.4）保健食品等同于食品吗？

保健食品是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作为食品的一个种

类，保健食品具有一般食品的共性，但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可

以标示保健功能，而普通食品的标签不得标示保健功能。

保健食品审批程序比食品更为严格，需要经过卫生学、稳定

性、功效成分等的检测，以及管理部门相关专家的评审，最后获得

保健食品的批准证书。所以保健食品不等同于食品。

（4.5）保健食品与普通食品有哪些共性和区别？

共性：保健食品是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因此，保健食品

本质上属于食品。

区别：保健食品允许声称保健功能，只给特定人群食用，有规

定每日服用剂量；普通食品则不允许声称保健功能，普遍人群均

可食用，无规定食用的量。

（4.6）如何识别易与保健食品混淆的普通食品？

目前我国市场上有很多自称是保健食品的产品，其实只能称

之为食品，不一定经过国家指定的检验机关进行功能试验。我国

的食品注册只需在地方有关部门进行企业标准和食品标签备案。

（4.7）保健食品等同于药品吗？

保健食品与药品的主要区别是保健食品不能以治疗为目的，

但可以声称保健功能，不能有任何毒性；而药品应当有明确的治

疗目的，并有确定的适应症功能主治，可以有不良反应。所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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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疗疾病。

（4.8）保健食品推销存在哪些陷阱？

保健食品市场上的常见陷阱包括“专家健康讲座”，即在酒

店、宾馆等场所举办免费“专家健康讲座”，邀请所谓“专家”讲述

某某保健食品效果神奇，然后以“赠药”“送纪念品”“免费旅游”等

手段吸引消费者，诱导消费者高价购买。

（4.9）如何识别保健食品夸大宣传？

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仅限于其外包装上标称的保健功能，任

何超出其标示范围的功能宣称，特别是“治疗”“防治”均是虚假夸

大宣传，不可信！世上没有“万能药”，保健食品根本不是药品，就

更不可能“包治百病”。

（4.10）如何防范保健食品虚假宣传？

盲目相信保健食品虚假宣传，不但会使钱财受损，还会损害

身体健康，耽误病情。对于任何宣称可以治疗疾病的保健食品不

要相信、不要购买，谨防钱财和健康受损。身体有疾病，请到正规

医院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参考市场监管总局

<http：//samr.cfda.gov.cn/WS01/CL1975/216501.html>）
（5）展板五、食品保健食品选购，牢记这10个“不等于”

（5.1）“最新研究”不等于“正确结论”

最新研究往往是特定研究条件限制下的一个结论。一方面，

它的成立有着诸多限制条件，并不能随意推广到实际生活中；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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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最新研究需要与这个领域的其他互相印证，互相补充，综

合在一起来分析才能得到有价值的结论。尤其当一项研究的结

果很“惊人”“颠覆”“改写”，就意味着忽悠的可能性很高。

（5.2）“热门科学术语”不等于“高科技新产品”

堆砌你熟悉但并真正理解的科学名词，只是为了让你“不明

觉厉”，很多时候卖家自己也不懂是什么意思，仅仅是这些科学术

语代表着热门的科学研究领域而已。

（5.3）“拥有专利”不等于“有宣称的功效”

许多产品宣称有多少项专利，听起来很“高大上”。专利只表

示在“某一方面”有所创新，并不代表产品有什么功效。这个“某

一方面”，可能仅仅是包装或者加工设备的些许改进而已。

（5.4）“原料稀缺”不等于“有宣称的功效”

中国古人认为“非常之物必有非常之效”，就用今天的话说也

就是“脑补”。对动植物来说，稀缺只表示它适应环境的能力不

强，或者没有驯化养殖种植的价值。但凡看到一种产品的卖点主

要是“以稀为贵”，基本上就可以认为是忽悠了。

（5.5）“名人在用”不等于“有宣称的功效”

绝大多数代言产品的名人并不具有评判产品的专业能力。

代言产品只是“商业交换”--厂家付钱，名人向粉丝推荐该产品。

名人在用、名人推荐、名人喜欢，都跟“功效”没有什么关系。

（5.6）“传统古法”不等于“安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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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古法”，只是古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琢磨出来的办

法。而食品是否安全健康，取决于原料和加工中的工艺控制。如

果“古法”中有好的部分，都可以吸纳到现代工艺中来；而现代工

艺对于安全健康的认知，再聪明的古人也不可能知道。

（5.7）“工序复杂”不等于“产品好”

许多食品喜欢宣称“经历XX道工序精心制作”，但食品品质

并不由工序数量和复杂程度决定。对于营养和安全，工序多不仅

没有帮助，反而会增加营养损失、增大安全风险；对于风味口感，

直接尝尝就知道了，也不需要用工序的数量和复杂程度来衡量。

（5.8）“原料种类多”不等于“有特别功效”

许多食品宣称“含有XX种原料”。一种食材或者营养成分对

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并不是“有”了就可以，更重要的是“有没有

宣称的功效”“有多少”。原料种类越多，就意味着各种原料的含

量越少。在理论上可能存在“鸡尾酒效应”，但这种“搭配产生的

效果”需要证据来证实。市场上宣称“含有XX种原料”的功效食

品或者保健食品，只是把“XX种原料”混在一起做一锅大杂烩，然

后根据“逻辑上可能有”就赋予了它“有”各种想要的功效。

（5.9）“生物活性”不等于“保健功效”

有许多产品喜欢说“含有XX生物活性物质”，或者“研究发现

某食品中含有XX生物活性物质”，然后被演绎成具有“保健功

效”，最典型的就是“白酒养生”“白酒抗癌”。其实，“生物活性”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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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这种物质能对细胞产生影响，并不意味着是人们期望的“保

健功效”，也完全可能是“毒副作用”；即便细胞实验“可能有效”，

在人体中是否存在同样的作用，需要多大的量才有同样的作用，

也是没谱的事情；即便通过吃某种食物对身体有某种好处，也还

需要考虑你能吃多少。

（5.10）“存在不同”不等于“有宣称的作用”

在各种“眼见为实”的小实验中，最常见的忽悠方式是“某产

品和其他产品不同”，然后演绎出有什么“有宣称的功效”。看到

“不同”的时候，提醒自己“见证奇迹的时刻”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法

来实现的。看到不同，需要搞清的是这种不同“来源于什么”“意

味着什么”，而不要因为“有不同”就相信了商家说的“有功效”。

比如冰糖比白糖好看，就被认为冰糖比白糖“健康”。

（五）海报

1. 海报形式

在社区各主要场所，如社区活动中心，社区广场、社区进出口等

地摆放展板，张贴海报、宣传食品保健食品欺诈与虚假宣传知识。

2. 海报尺寸

海报尺寸1.5m*70cm
3. 海报内容

（1）海报一、欺诈虚假宣传五大套路

骗子的套路无非几种，在日常生活中把这些套路潜移默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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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给人们，等他们遇到骗子的时候，会多一分警惕，就可以静静

的看着他们表演了。

●套路一：“免费送鸡蛋”，引人上钩

通过发传单免费送礼，惯用手段是“保健食品空盒换鸡蛋”。

比如在小区周边发传单，凡持传单前来听讲座的可免费得鸡蛋，

利用老年人贪便宜的心理引人上钩。“免费体检”“免费旅游”等

等，都在为保健食品推销做铺垫。请一定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

掉馅饼，如果真的掉了，要好好思考为什么会掉？

●套路二：假称公益活动，冒用权威

保健食品诈骗常常会冒用某官方机构或听起来像权威机构

的身份来征集老年人参与，比如“中科院某研究院”“中国保健协

会”等机构名称，打着公益的幌子，实则为推销产品做铺垫，一般

老年人不会去求证和分辨这些身份的真伪。世界 500强企业、

FDA认证通过、雅安捐款一亿现金等等这些说辞往往也都被骗子

用来增加权威度，讲座往往会邀请知名专家、教授上台讲课，此时

身在其中的老人是深信不疑的。

●套路三：失实夸大宣传，“现身说法”

“只需七天，糖尿病除根”“三天见效，永不复发”“抑制癌细胞

增长，预防癌症”…… 保健食品诈骗中类似的宣传语利用老人

担心健康的心理推销保健食品，在这个过程中，一般“医生”“专

家”会轮番上阵忽悠，还会有“同龄老人”“病友”等事先安排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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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儿”上台分享感受现身说法，让听课老人深信不疑，彻底入坑。

●套路四：主打亲情牌，“温情攻势”

保健食品营销人员可以叫老人爸妈，可以为他们洗脚、按摩，

可以陪他们聊天唠家常，可以甜言蜜语哄老人开心，不要觉得老

人是一瞬之间突然变得不可理喻，这种变化是一个长期并缓慢的

过程，他们中了骗子“温水煮青蛙”套路，在这种温情攻势下，渐渐

骗取了老人的信任。曾有记者卧底保健食品诈骗团伙，他们透露

如果对老人极尽热情，最后推销产品的时候，要么成功获得老人

信任自愿购买，要么让老人不好意思不买。

●套路五：治疗效果好，“立竿见影”

有些老人购买了所谓的“保健食品”后，吃了确实效果立竿见

影，身体倍棒，腰不酸腿不疼了，血糖一下就降下来了，真的是传

说中的神药吗？那你可要小心了，因为有些假“保健食品”非法添

加了药品甚至激素类成分，服用后确实造成了效果显著的假象，

但极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病情不但不能缓解还会加

剧，得不偿失。所以不要迷信“神药”，身体是最诚实的，没有捷径

可走，每天合理饮食作息、增强锻炼、善待自己，身体就会以健康

回报你。

（2）海报二、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的消费提示

为帮助消费者科学理性选购食品和保健食品，防范欺诈和虚假

宣传违法违规行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特别提示关注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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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销售场所资质。

到证照齐全的正规场所购买产品，特别要注意有没有营业执

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通过网络、会议、电视、直销和电话等方式

购买产品，也应先行确认资质信息。

●查外包装和说明书。

仔细查看外包装标签标识产品相关信息，做好“四不”：

不要购买无厂名、厂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产品；

不要购买标签上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号的预包装食品；

不要购买标签或说明书中提及可以预防疾病、有治疗功能的

产品；

不要购买标签上没有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但声称是保健食品

的产品。

●辨广告和宣传内容。

科学、理性看待食品保健食品广告和宣传，凡声称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的，一律不要购买；保健食品广告中未声明“本品不能代

替药物”的，一律不要购买；不要盲目参加任何以产品销售为目的

的知识讲座、专家报告等。如遇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问

题的，可以拨打12315热线电话进行投诉举报。

（参考市场监管总局官网

http：//samr.cfda.gov.cn/WS01/CL1975/2289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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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报三、食品保健食品五大非法宣传陷阱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陷阱有哪些？主要有五种：

●“药到病除”不可信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声称治疗功效。一些非法保健食品

广告往往夸大产品功效，声称可以治疗某种疾病如“根治”“药到

病除”等用语，或者以“无效退款”“无毒副作用”等承诺，严重欺

骗、诱导消费者。

●“健康讲座”为促销

一些不法商家利用“访谈、讲座、采访、座谈会”等形式为幌

子，邀请一些假冒专家、教授和老中医在现场进行“养生”讲座，顺

便兜售保健食品。

●“免费活动”为洗脑

一些不法商家通过利用“赠药”、“免费试用”、“发放小礼品”、

“抽奖”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参加其组织的促销活动。有些活动还

会雇人现身说法，制造争先恐后购买产品的假象，给老年人造成

不买就没有了、不买就吃亏的心理暗示，不知不觉中被“洗脑”，从

而购买产品。

●“权威证明”属虚构

一些非法保健食品广告利用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医疗机

构、学术机构、行业组织的名义和形象，为产品的功效作说明，以

增强产品的权威性和说服力。还有一些广告含有无法证实的所

谓“科学或研究发现”“实验或数据证明”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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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义诊”是骗局

一些不法商家雇佣所谓的专家、教授为老年人开展免费专家

体检或义诊，不少老年人受免费吸引从而进行体检或咨询。体检

后，“专家”“教授”往往会告知老年人身体存在多种问题，需要及

时购买产品治疗，不少老年人因此被诱骗购买了一堆无用处且不

知真假的保健食品。

（参考市场监管总局官网

<http：//samr.cfda.gov.cn/WS01/CL1975/219937.html>）
（六）视频

1. 视频形式

选取原食药总局及地方局所制作的关于食品保健食品的相

关视频在社区活动中心播放，内容主要以针对人群（包括慢性病

人、骨质疏松、三高人群等）如何选择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基本知

识、保健食品如何防骗、保健食品消费提示等。

视频选用原食药总局官网中李可基教授解读保健食品的视

频作为内容。

2. 视频来源

总局及地方局制作如：

［1］. 你适合吃保健食品吗？<https：//weibo.com/tv/v/FDGFk⁃
gO7E>

［2］. 如何擦亮眼睛购买保健食品？<https：//weibo. com /
3166469600/F3lhrk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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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骗指南：<http：//samr. cfda. gov. cn / WS01 / CL1975 /
226634.html>

［4］. 保健食品销售骗局常见套路（上）？<https：//weibo.com/
tv/v/FEs6wx3yp>

［5］. 保健食品销售骗局常见套路（下）<https：//weibo.com/tv/
v/FFwgjCM6I>

［6］. 如何明辨保健食品的真伪？<https：//weibo.com/tv/v/Fp⁃
GUt6knW>

［7］. 保健食品安全如何保障？<https：//weibo. com / tv / v /
F1HubDHnD>

［8］. 警惕保健食品违法广告 <https：//weibo. com / tv / v /
F0BsReIVq>

［9］. 保健食品消费提示<https：//weibo.com/tv/v/Ernti8wGh>
（七）开展知识讲座

邀请专家、社区工作人员、基层执法人员等在现场进行讲解、

互动，活动开始分发印有宣传标语的小礼物，并在活动中设置抽

奖环节，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

1. 宣讲人员

宣讲人群可为政府基层执法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学者专家等。

2. 讲稿内容

近期，有关食品保健食品的投诉举报有所上升，市场监管部

门发现，部分保健食品存在严重夸大产品功效或作为药品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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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也存在大量其他产品假冒保健食品现象。

为使社区居民正确认识、理性消费保健食品，谨防上当受骗，

希望大家牢记以下几点：

（1）什么是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

质等营养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

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

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释义》）

（参考市场监管总局：

<http：//samr.cfda.gov.cn/WS01/CL1975/229620.html>）
（2）如何鉴别保健食品？

首先，保健食品最特殊的标志就是在外包装的“主要展示版

面”的左上方应并排或上下排列标注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志”，

为天蓝色图案，下有“保健食品”字样。

其次，在“蓝帽子标志”下方必须标注批准文号并且批准文号

格式须统一。如“国食健字【年号】××××号”，或“卫食健字【年

号】××××号”。国产保健食品的批准文号是“卫（国）食健字”，进

口保健食品是“卫（进）食健字”。

再次，保健食品的批准名称不提功效，包装必须注明：名称、

净含量及固形物含量、配料、功效成分、保健作用、适宜人群、食用

方法、日期标示（生产日期及保质期）、储藏方法、执行标准、保健

食品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生产许可证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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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消费者还可以通过登录市场监管总局查询该保健食品

是否正规。

如果能查到某种保健食品，可以看到它的保健功能，是否和

推销该产品的人说的一样，是否符合自己。这里提醒大家，保健

食品是功能性食品，一个特定的食品种类，具有调节人体功能的

作用，但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适于特定人群食用，如患疾病要及

时就医，不要迷信保健食品。

（3）哪些属于食品与保健食品的虚假宣传

［1］. 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

病预防、治疗功能。非保健食品的标签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

健功能。

［2］. 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

能，内容应当真实，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载明适宜人

群、不适宜人群、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并声明

“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保健食品的功能和成分应当与标签、说明

书相一致。

［3］. 食品保健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

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保健食品还应当声明“本

品不能代替药物”。

［4］. 食品保健食品的广告、宣传册、音频视频、会议讲座的

内容，都不得偏离标签、说明书标示的内容，严禁涉及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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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购买保健食品预防上当受骗的办法

（参考资料：原食药总局官网

<http：//samr.cfda.gov.cn/WS01/CL1975/224568.html>）
（4.1）采购食品要做到“五个查看”

●一是查看商家是否持有合法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营业

执照。

●二是查看食品包装标签上的食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

日期，成分或配料表，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产

品标准代号，贮存条件，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生产许可证编号

等是否清楚齐全。

●三是查看食品是否超过保质期。

●四是查看外包装是否整洁，有无破损异常，真空包装食品

是否出现漏气、胀袋等现象。

●五是查看购物凭据的内容是否与实物一致，并妥善保管。

（4.2）选购保健食品要牢记“五个注意”

●一是注意保健食品是食品的特殊种类，不能预防疾病，更

不能代替药品。

●二是注意保健食品不能代替其他食品，要坚持正常饮食。

●三是注意保健食品不是灵丹妙药，切勿听信将保健食品比

作包治百病的虚假夸大宣传。

●四是确实需要购买保健食品的，注意到信誉好、证照齐全

的正规商场、超市、药店或专卖店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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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选购保健食品要注意认准“蓝帽子”标志，索取并保存

好购买票据。

（4.3）防止受欺骗要提高“五个警惕”

●一是警惕“药到病除”，一些非法保健食品广告声称可以治

疗某种疾病，常用如“根治”“无效退款”“无毒副作用”等承诺欺

骗、诱导消费者。

●二是警惕“健康讲座”，一些不法商家利用“访谈、讲座”等

形式，邀请一些假冒专家、教授和老中医开展“养生”讲座，借机兜

售保健食品。

●三是警惕“免费服务”，一些不法商家通过“赠药”“免费试

用”等方式组织促销活动，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洗脑”。

●四是警惕“权威证明”，一些非法保健食品广告以国家机关

及事业单位、学术机构、行业组织的名义和形象，为产品的功效作

说明，以“科学研究发现”为幌子行骗。

●五是警惕“专家义诊”，不要相信所谓“专家”“教授”开展的免

费体检或义诊，不要因此被诱骗购买一堆不知真假的“保健食品”。

（4.4）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有哪些？

（参考：《2017年十大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典型案例》

http：//samr.cfda.gov.cn/WS01/CL1975/226760.html）
●湖南衡阳周某等人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食品案

2017年9月，湖南省衡阳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联合公安机关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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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非法销售窝点3处，查获犯罪嫌疑人周某、李某及下线阮某、谢

某、黄某利用互联网销售添加西布曲明、酚酞等国家禁止添加药

物的食品，涉案货值2亿元。周某等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公安机

关处置。

●浙江湖州胡某等人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食品案

2017年 5月，浙江省安吉县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反映市售

“亿好酒”和“益草康”等凉茶宣称疾病治疗功能，立即组织查处。

经湖州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在6个批次“亿好酒”中检出地

塞米松、吲哚美辛，在4个批次“益草康”中检出双氯芬酸钠，涉案货

值1000多万元。犯罪嫌疑人胡某等人已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置。

●重庆余某等人生产经营非法添加药品的食品案

2017年9月，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会同公安机关捣毁余某

等人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设立的3处无证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西布

曲明的食品（欧雷顿Z7咖啡）窝点，涉案货值1000万元。犯罪嫌

疑人已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置。

●北京延庆北京奶鲜生食品有限公司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

产活动和标注虚假生产日期案

2017年9月，北京市延庆区食品药品监管局查实北京奶鲜生

食品有限公司存在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活动和标注虚假生产

日期行为，涉案货值 20余万元。该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二十二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没收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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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工具、设备等物品，折合人民

币4万元；没收违法所得19.8万元；并处罚款342.8万元。

●广东广州恒元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未经许可销售食品保

健食品案

2017年9月，广东省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查实广州市恒元

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利用会议营销形式，未经许可非法从事

食品保健食品销售行为，涉案产品货值金额为 10万元。该局依

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等规定，对当事人给予行

政处罚：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没收违法所得1.3万元；罚款160.2
万元。

●辽宁鞍山康寿家园保健品店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食

品案

2017年9月，辽宁省鞍山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破获鞍山市铁东

区康寿家园保健品店销售非法添加苯乙双胍药品的食品案。捣

毁制售黑窝点 1个，及时将犯罪嫌疑人黄某移送公安机关处置。

该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黄某处以

终生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行政处罚。

●山西晋城司志强羊蝎子火锅凤西店未经许可经营食品案

2017年7月，山西省晋城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查实司志强羊蝎

子火锅凤西店存在无证经营行为，违法货值金额 10余万元。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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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给予当

事人行政处罚：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罚款102.3万元。

●湖北大悟县龙某某未经许可销售保健食品案

2017年7月，湖北省大悟县食品药品监管局联合公安机关成

功破获了龙某某无证销售保健食品案，关停会议营销场所 1个。

该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给予

当事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经营的“蜂胶软胶囊”等6类保健食品

5941瓶（箱）；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合计4.9万元。

●重庆云阳县韩妹餐饮店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案

2017年 7月，重庆市云阳县食品药品监管分局接到举报，反

映韩妹餐饮店加工的羊杂面含有吗啡等违禁物质。经重庆市万

州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检测结果显示从该店抽样的羊杂面含有

罂粟碱、吗啡和那可丁成分。该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

三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吊销当事人食品经营许可证。

●甘肃庄浪县小鱼粮油超市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食品案

2017年7月，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食品药品监管局查获庄浪

县小鱼粮油超市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案。该局依据《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没收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食品20千克，没收手动打码机1台；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合计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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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如何选购保健食品？

随着大家对健康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都会购买保健食品。

一些消费者盲目选购保健食品，给食用者带来安全隐患。我国保

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

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

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

危害的食品。

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正确选购保健食品，谨防上当受骗，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提醒消费者：

●认清保健食品标志。保健食品产品外包装上有蓝色草帽

样标志，标志下方为批准文号和批准部门。目前市场上存在原卫

生部、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批准的保健食品产品。原卫生部批准的国产保健食品批准文号

为“卫食健字+（年代号）+顺序号”，进口保健食品为“卫进食健

字+（年代号）+顺序号”或“卫食健进字+（年代号）+顺序号”；原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

国产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为“国食健字 G+4 位年代号+4 位顺序

号”，进口保健食品为“国食健字 J+4位年代号+4位顺序号”。每

个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只能对应一个产品，如果消费者在市场上发

现一个批准文号对应多个产品的情况，务必谨慎，消费者可以登

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产品的真实情况。认清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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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的法定标志，是正确选购保健食品的重要环节。

●仔细阅读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保健食品标签和说明书

包含了产品的原辅料、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含量、保健功

能、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食用方法及食用量、注意事项、保质

期、产品注册和生产等相关信息。

消费者应根据产品声称的保健功能，结合自己的身体健康状

况，有针对性地选择保健食品，尤其是老年体弱者、慢性病患者、

儿童及青少年、孕妇等特定人群，在选择保健食品时要谨慎。任

何保健食品都有一定的适宜人群，有的还标注不适宜人群，消费

者在选择时应该也必须加以注意。

●选择正规销售渠道购买保健食品。消费者若需购买保健

食品，应到信誉好、证照齐全的正规销售场所购买。购买时除要

认准保健食品标志和批准文号外，还要仔细察看包装上厂名、厂

址、联系电话、生产日期、有效期限等，并妥善保管购物发票和相

关凭证。不要盲目参加任何以产品销售为目的的健康知识讲座、

专家报告等；不要盲目通过会议销售、电话销售、免费试用等活动

购买保健食品；不要购买无保健食品标识的非法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

品，用来治疗疾病，以免延误病情。

如已被骗，应该怎么做？如果发现违法生产经营保健食品的，

消费者可及时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投诉举报电话：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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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市场监管总局官网：

http：//samr.cfda.gov.cn/WS01/CL1975/179152.html）
（4.6）组织开展食品保健食品欺诈与虚假宣传自我学习活动

在社区健康讲座的基础上，以社区为单位，由社区工作人员

组织社区居民开展食品保健食品欺诈与虚假宣传自我学习活动，

学习内容以健康讲座内容为基础。

邀请社区重点人员，如一些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的老

人，介绍食品保健食品的防骗基本知识、分享典型案例，提高社区

居民的食品保健食品基础认知能力。提高社区居民的食品保健

食品基础认知能力。

3. 正确认识食药保健食品知识讲座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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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奖问答

有奖问答形式：

1. 叔叔阿姨大部分都曾经购买过保健食品吧，是不是都曾

经看到很多商家说他们的产品可以抗癌、延年益寿等等，那么目

前我国批准允许的功能声称只有 27种，市场监管局的专家老师

也已经给大家普及过了，那哪位能告诉我，抑制肿瘤在这27种里

吗？请抢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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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不是。

2. 叔叔阿姨，请问保健食品的标志是什么样子的？

正确答案：是蓝色草帽样标志，标志下方为批准文号和批准

部门。

3. 购买保健食品时，应该重点关注那三个方面？

正确答案：销售场所资质、外包装和说明书。

4. 一个保健食品批准问号能对应多个产品吗？

正确答案：不能。

所以当您在市场上发现一个批准文号对应多个产品的情况，

务必谨慎。

5. 如发现违法生产经营保健食品，可及时向当地市场监管

部门举报，举报电话多少？

正确答案：12315、12331
6. 得了心脏病，可以吃保健食品吗？

正确答案：不行。保健食品不能治病，生病了还是需要去医

院就诊。

7. 当我们购买了保健食品，是不是就一定能保证身体健康呢？

正确答案：不是。保健食品主要是调节身体机能，吃动平衡

才是健康的关键。

8. 看见推销人员宣传说XX公司提取植物天然原料，所得最

新研究成果，能延缓衰老，延年益寿，并安排免费参观，这样的话

能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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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不能。保健食品不是灵丹妙药，并不具备“神奇”

的功能。

9. 保健食品可以代替日常饮食吗？

正确答案：不能。保健食品不能代替日常饮食，仅仅是补充

饮食不够全面所缺乏的营养。

10. 参加“全国健康万里行”“老年人模特队”“夕阳红旅游”等

公益活动，却在活动现场销售保健食品，这属于哪种骗术？

正确答案：假借公益型骗术。以健康等公益活动为主题的销

售行为，都属于假借公益型骗术。

（九）知识手册参考资料

1. 科学选用保健食品

2.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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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防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

校园宣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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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宣传方案

一、重点问题

（一）假冒伪劣食品

（二）食品保健食品传销

（三）网购食品保健食品

二、重点人群

（一）学生群体

（二）老师

三、宣传形式

（一）学生社群宣传。联合学校团委、学生会等组织，搭建展

台，通过相关海报，手册，标语，视频等进行宣传，并通过校内各班

级、学生团体的QQ群、微信群、微博等学生社群进行食品和保健

食品知识普及，同时向学生传授如何识别食品保健食品欺诈的知

识和技巧，鼓励学生将相关信息发布到亲友群。

（二）在校园公告栏设置典型案例分享，通过分享食品保健食

品虚假宣传、传销典型案例，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保健食品定位及

适应范围。

（三）在学校宣传栏专栏宣传食品保健食品基础认知和适用

范围，并在重要位置摆放横幅标语、展板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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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开展走进校园活动，借助校

园大型集体活动进行宣传，安排执法人员讲话，对食品保健食品

虚假宣传等重点知识进行宣传，帮助中小学生正确认识食品保健

食品。

四、宣传内容

大学地区：

主要针对学生进行食品保健食品特点、定位、功能等方面的

宣传：

1. 健康饮食知识，包括膳食宝塔、健康饮食原则等。

2. 理解食品保健食品的特点及定位。

3. 保健食品的基础功能及适应范围。

4. 了解哪些情况属于食品保健食品的虚假宣传。

5. 正确认识保健食品可宣传的内容，正确识别夸大的食品

保健食品宣传内容。

6. 帮助大学生正确识别食品保健食品真伪。

中小学地区：

1. 健康饮食基础知识，如儿童青少年膳食指南、健康饮食基

本原则等。

2. 理解食品保健食品的特点及定位。

3. 明确食品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用于治病的基础观念。

4. 帮助中小学生辨别保健食品，正确通过蓝帽子等标识区

别保健食品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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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方案

（一）横幅海报展板

在学校主要活动区悬挂横幅，粘贴海报、摆放展板，宣传食品

保健食品虚假宣传知识。

（二）发放安全知识手册

制作食品保健食品科学消费知识手册，以班级形式发放给学

生，提高学生对食品保健食品专业知识的了解。

（三）进校园宣传活动

与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开展走进校园活动，借助校园大型

集体活动进行宣传，安排执法人员讲话，对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

等重点知识进行宣传，帮助中小学生正确认识食品保健食品。

（四）主题班会

与学校教师取得沟通，将在班会活动中加入食品保健食品科

普宣传的相关内容，在本次班会活动中，主要以食品保健食品相

关的基础知识，正确认识保健食品以及保健食品与药品的区别为

根本目的开展活动，同时帮助中小学生认识学校周边小摊贩可能

存在的健康风险。

（五）宣传栏推广

使用本次方案中涉及的标语和展板内容宣传栏出进行张贴，

在学校宣传栏专栏宣传食品保健食品基础认知和适用范围。

（六）大型校园活动

与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开展走进校园活动，借助校园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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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活动进行宣传，安排执法人员讲话，对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

等重点知识进行宣传，帮助中小学生正确认识食品保健食品。

六、素材内容

（一）展板文字内容

1. 保健（功能）食品与一般食品有什么区别？

答：食品是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或者原料以及按照

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的物品。

保健食品是一类特殊的食品。

（1）保健食品强调具有特定保健功能，而其他食品强调提供

营养成分。

（2）保健食品具有规定的食用量，而其他食品一般没有服用

量的要求。

2. 保健食品应当具有哪些特点？

保健食品是食品而不是药品，药品是用来治疗疾病的，而保

健食品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不追求临床治疗效果，也不能宣传

治疗作用。保健食品重在调节机体内环境平衡与生理节律，增强

机体的防御功能，达到保健康复的目的。保健食品具有一般食品

的共性，即营养性，提供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感官性，提供色、香、

味、形、质等以满足人们不同的嗜好和要求；安全性。必须符合食

品卫生要求，必须不对人体产生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而药品

则允许有一定程度的毒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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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应具功能性，即具有调节机体功能，这是保健食品

与一般食品的区别。它至少应具有调节人体机能作用的某一种

功能，如免疫调节功能、延缓衰老功能、改善记忆功能、促进生长

发育功能、抗疲劳功能、减肥功能等。其功能必需经必要的动物

或人群功能试验，证明其功能明确、可靠。

保健食品适于特定人群食用，一般需按产品说明规定的人群

食用，这是保健食品与一般食品另一个重要不同。一般食品提供

给人们维持生命活动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男女老幼皆不可少。

而保健食品由于具有调节人体的某一个或几个功能作用，因而只

有某个或几个功能失调的人群食用才有保健作用，对该项功能良

好的人食用这种保健食品就没有必要，甚至食用后会产生不良作

用。例如延缓衰老保健食品适宜中老年人食用，儿童不宜食用；

减肥食品适宜肥胖人食用，消瘦人不宜食用。

3. 哪些人群适合服用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适于特定人群食用，一般需按产品说明规定的人群

食用，这是保健食品与一般食品另一个重要不同。

保健食品由于具有调节人体的某一个或几个功能作用，因而

只有某个或几个功能失调的人群食用才有保健作用，对该项功能

良好的人食用这种保健食品就没有必要，甚至食用后会产生不良

作用。

例如延缓衰老保健食品适宜中老年人食用，儿童不宜食用；

减肥食品适宜肥胖人食用，消瘦人不宜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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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健食品可以宣称的27种功能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功能类别

增强免疫力

辅助降血脂

辅助降血糖

抗氧化

辅助改善记忆

缓解视疲劳

促进排铅

清咽

辅助降血压

改善睡眠

促进泌乳

缓解体力疲劳

提高缺氧耐受力

对辐射危害有辅助保护功能

序号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功能类别

减肥

改善生长发育

增加骨密度

改善营养性贫血

对化学性肝损伤的辅助保护作用

祛痤疮

祛黄褐斑

改善皮肤水分

改善皮肤油分

调节肠道菌群

促进消化

通便

对胃粘膜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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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鉴别保健食品真伪？

（1）购买保健品确保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2）先看有无“小蓝帽”标识这是国家为让消费者辨认区分真

假保健食品的特制标志；

（3）其次看包装是否规范，有无清晰的或无法识别的部分；

（4）看GMP认证标志：GMP是国际通行的食品医药企业良好

的生产流程和管理规范，是我国药品和保健食品生产的强制项目；

（5）看成分表：消费者要仔细看产品成分说明，大家购买时一

定要看仔细；

购买保健食品，须认准保健食品标志和批准文号。保健食品

产品外包装上有蓝色草帽样标志，标志下方为批准文号和批准部

门。目前市场上存在原卫生部（1996年11月至2003年7月）和原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3年10月之后）批准的保健食品产

品。原卫生部批准的国产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为“卫食健字+（年代

号）+顺序号”，进口保健食品为“卫进食健字+（年代号）+顺序号”

或“卫食健进字+（年代号）+顺序号”，下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生部批准”字样；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国产保健食

品批准文号为“国食健字G+4位年代号+4位顺序号”，进口保健

食品为“国食健字 J+4位年代号+4位顺序号”，下面有“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字样。每个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只能对应一

个产品，如果消费者在市场上发现一个批准文号对应多个产品的

情况，务必谨慎，可以登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http：//sam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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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gov.cn/）“数据查询”栏目查询产品的真实情况。

请认准以下标识：

2003年以前的国产及进口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保健食品食品

标识为：

国产保健食品标识（2003年前）进口保健食品标识（2003年前）

2004年以后国产及进口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保健食品食品标

识为：

国产保健食品标识（2004年后）进口保健食品标识（2004年后）

6.《2017年十大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典型案例》

6.1 湖南衡阳周某等人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食品案

2017年9月，湖南省衡阳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联合公安机关捣

毁非法销售窝点3处，查获犯罪嫌疑人周某、李某及下线阮某、谢

某、黄某利用互联网销售添加西布曲明、酚酞等国家禁止添加药

物的食品，涉案货值2亿元。周某等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公安机

关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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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浙江湖州胡某等人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食品案

2017年 5月，浙江省安吉县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反映市售

“亿好酒”和“益草康”等凉茶宣称疾病治疗功能，立即组织查处。

经湖州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在6个批次“亿好酒”中检出地

塞米松、吲哚美辛，在4个批次“益草康”中检出双氯芬酸钠，涉案货

值1000多万元。犯罪嫌疑人胡某等人已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置。

6.3 重庆余某等人生产经营非法添加药品的食品案

2017年9月，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会同公安机关捣毁余某

等人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设立的3处无证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西布

曲明的食品（欧雷顿Z7咖啡）窝点，涉案货值1000万元。犯罪嫌

疑人已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置。

6.4 北京延庆北京奶鲜生食品有限公司未经许可从事食品

生产活动和标注虚假生产日期案

2017年9月，北京市延庆区食品药品监管局查实北京奶鲜生

食品有限公司存在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活动和标注虚假生产

日期行为，涉案货值 20余万元。该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二十二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没收违法

生产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工具、设备等物品，折合人民

币4万元；没收违法所得19.8万元；并处罚款342.8万元。

6.5 广东广州恒元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未经许可销售食品

保健食品案

2017年9月，广东省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查实广州市恒元

—— 149



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利用会议营销形式，未经许可非法从事

食品保健食品销售行为，涉案产品货值金额为 10万元。该局依

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等规定，对当事人给予行

政处罚：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没收违法所得1.3万元；罚款160.2
万元。

6.6 辽宁鞍山康寿家园保健品店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

食品案

2017年9月，辽宁省鞍山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破获鞍山市铁东

区康寿家园保健品店销售非法添加苯乙双胍药品的食品案。捣

毁制售黑窝点 1个，及时将犯罪嫌疑人黄某移送公安机关处置。

该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黄某处以

终生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行政处罚。

6.7 山西晋城司志强羊蝎子火锅凤西店未经许可经营食品案

2017年7月，山西省晋城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查实司志强羊蝎

子火锅凤西店存在无证经营行为，违法货值金额 10余万元。该

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给予当

事人行政处罚：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罚款102.3万元。

6.8 湖北大悟县龙某某未经许可销售保健食品案

2017年7月，湖北省大悟县食品药品监管局联合公安机关成

功破获了龙某某无证销售保健食品案，关停会议营销场所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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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给予

当事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经营的“蜂胶软胶囊”等6类保健食品

5941瓶（箱）；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合计4.9万元。

6.9 重庆云阳县韩妹餐饮店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案

2017年 7月，重庆市云阳县食品药品监管分局接到举报，反

映韩妹餐饮店加工的羊杂面含有吗啡等违禁物质。经重庆市万

州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检测结果显示从该店抽样的羊杂面含有

罂粟碱、吗啡和那可丁成分。该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

三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吊销当事人食品经营许可证。

6.10 甘肃庄浪县小鱼粮油超市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食品案

2017年7月，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食品药品监管局查获庄浪

县小鱼粮油超市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案。该局依据《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没收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食品20千克，没收手动打码机1台；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合计10万元。

（二）科普手册内容

1. 关于蓝帽子的认识

保健食品产品外包装上有蓝色草帽样标志，标志下方为批准

文号和批准部门。目前市场上存在原卫生部（1996 年 11 月至

2003年 7月）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3年 10月之后）

批准的保健食品产品。原卫生部批准的国产保健食品批准文号

为“卫食健字+（年代号）+顺序号”，进口保健食品为“卫进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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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年代号）+顺序号”或“卫食健进字+（年代号）+顺序号”，下面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字样；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批准的国产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为“国食健字G+4位年代号+4
位顺序号”，进口保健食品为“国食健字 J+4位年代号+4位顺序

号”，下面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字样。每个保健食

品批准文号只能对应一个产品，如果消费者在市场上发现一个批

准文号对应多个产品的情况，务必谨慎，可以登陆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http：//samr.saic.gov.cn/）“数据查询”栏目查询产品的真

实情况。

请认准以下标识：

2003年以前的国产及进口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保健食品标

识为：

国产保健食品标识（2003年前）进口保健食品标识（2003年前）

2004年以后国产及进口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保健食品标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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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保健食品标识（2004年后）进口保健食品标识（2004年后）

2. 关于保健食品可以宣称的27种功能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功能类别

增强免疫力

辅助降血脂

辅助降血糖

抗氧化

辅助改善记忆

缓解视疲劳

促进排铅

清咽

辅助降血压

改善睡眠

促进泌乳

缓解体力疲劳

提高缺氧耐受力

对辐射危害有辅助保护功能

序号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功能类别

减肥

改善生长发育

增加骨密度

改善营养性贫血

对化学性肝损伤的
辅助保护作用

祛痤疮

祛黄褐斑

改善皮肤水分

改善皮肤油分

调节肠道菌群

促进消化

通便

对胃粘膜损伤
有辅助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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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选购到正规的保健食品？

（源于原食药总局官网http：//samr.cfda.gov.cn/WS01/CL1975/
228953.html）

3.1 看销售场所资质。到证照齐全的正规场所购买产品，特

别要注意有没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通过网络、会议、

电视、直销和电话等方式购买产品，也应先行确认资质信息。

3.2 查外包装和说明书。仔细查看外包装标签标识产品相

关信息，不要购买无厂名、厂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产品；不要

购买标签上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号的预包装食品；不要购买标签

或说明书中提及可以预防疾病、有治疗功能的产品；不要购买标

签上没有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但声称是保健食品的产品。

3.3 辨广告和宣传内容。科学、理性看待食品保健食品广告

和宣传，凡声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一律不要购买；保健食品

广告中未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的，一律不要购买；不要盲目

参加任何以产品销售为目的的知识讲座、专家报告等。如遇食品

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问题的，可以拨打12315、12331热线电

话进行投诉举报。

4. 哪些人群适合服用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适于特定人群食用，一般需按产品说明规定的人群

食用，这是保健食品与一般食品另一个重要不同。

保健食品由于具有调节人体的某一个或几个功能作用，因而

只有某个或几个功能失调的人群食用才有保健作用，对该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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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人食用这种保健食品就没有必要，甚至食用后会产生不良

作用。

例如延缓衰老保健食品适宜中老年人食用，儿童不宜食用；

减肥食品适宜肥胖人食用，消瘦人不宜食用。

5. 素材：“科学选用保健食品”

5.1 什么是保健食品？保健食品有什么样的标识？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

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

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

者慢性危害的食品。

保健食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具有食品属性，是一类特殊的

食品。二是安全性，在规定的摄入范围内长期食用，对人体不产

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三是功能性，对特定人群具有

一定的调节作用，不能治疗疾病，不能替代药物。

保健食品标识为蓝帽子，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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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保健食品与其他食品的主要区别

（1）保健食品强调具有特定保健功能，而其他食品强调提供

营养成分。

（2）保健食品具有规定的食用量，而其他食品一般没有服用

量的要求。

5.3 保健食品与保健品的主要区别

保健食品具有明确的法律定位，保健食品的监管法律依据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产品属性为食品。保健品没有明

确的法律定义，一般是对人体有保健功效产品的泛称，诸多媒体

报道中涉及的保健品，实为内衣、床垫、器械、理疗仪、饮水机等，

而非食品或保健食品。宣传报道和监管执法过程中，首先应依法

辨别产品属性，清晰界定产品是食品还是用品，是保健食品、普通

食品还是有毒有害食品，报道、文件和文书中应根据产品的实际

属性，依法规范表述产品名称，不能一概笼统表述为 “保健品”，

造成事实不清、监管错位和信息误导。

5.4 保健食品与药品的主要区别

（1）使用目的不同：保健食品是用于调节机体机能，提高人体

抵御疾病的能力，改善亚健康状态，降低疾病发生的风险，不以预

防、治疗疾病为目的。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

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

和用量的物质。

（2）保健食品按照规定的食用量食用，不能给人体带来任何

急性、亚急性和慢性危害。药品可以有毒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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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方法不同：保健食品仅口服使用，药品可以注射、涂

抹等方法。

（4）可以使用的原料种类不同：有毒有害物质不得作为保健

食品原料。

5.5 保健食品与药品对人体的作用有何不同？

药品对身体来说是一种异物，而保健食品却基本上是原本就

存在于人体内或人体正常生理功能所需要的某种成分。换个说

法，人体很难因为某种药品不足而患病，但却可能因为长期缺乏

某种营养物质而引起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由此可知，多数药品

是人体患病之后用来治疗的工具，而保健食品则可以帮助身体不

生病或者在健康的维持及促进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药品能够直接抑制或攻击病因或病状，

最常见的就是退烧或是降血压、血糖等对症疗法；而保健食品则

是以调整机体功能、使机体的代谢系统保持平衡或是让血液循环

顺畅等等，帮助身体用其自身的抗病能力去应对疾病。

5.6 为什么不能声称保健食品具有某种疗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对药品的定义：药品是指

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

定有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而保健食品的使用

不得作为治疗疾病用途，否则就是违法。比如说同样是“维生素

E”，如果用于“药品”时，则能以“消除疲劳、保护心脏、减轻皱纹或

雀斑”等来表示其功效；但当其用作“保健食品”的某种成分时，则

只能是“食品”，所以绝对不能宣称“对××有效”或是“可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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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所以会进行这样严格的规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消

费者信赖的问题。由于我国规定处方药品不能进行大众媒体广

告宣传，并且制造及售卖药品必须经过国家严格审查后才能得到

批准。而保健食品首先是食品，所以会比药品更加容易进行生产

制造、售卖，并且能够进行广告宣传。如果允许保健食品标识其

具有某种疗效，那么有可能被消费者误认为是药品，从而过分依

赖保健食品，可能贻误了接受正规科学医疗的机会。

5.7 保健功能范围及相对应的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是什么？

保健功能

1.增强免疫力

2.抗氧化

3.辅助改善记忆

4.缓解体力疲劳

5.减肥

6.改善生长发育

7.提高缺氧耐受力

8.对辐射危害有辅助保护功能

9.辅助降血脂

10.辅助降血糖

适宜人群

免疫力低下者

中老年人

需要改善记忆者

保健功能

单纯性肥胖人群

生长发育不良的
少年儿童

处于缺氧环境者

接触辐射者

血脂偏高者

血糖偏高者

不适宜人群

少年儿童

少年儿童

孕期及哺乳期
妇女

少年儿童

少年儿童

—— 158



保健功能

11.改善睡眠

12.改善营养性贫血

13.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
功能

14.促进泌乳

15.缓解视疲劳

16.促进排铅

17.清咽

18.辅助降血压

19.增加骨密度

20.调节肠道菌群

21.促进消化

22.通便

23.对胃粘膜有辅助保护功能

24.祛痤疮

25.祛黄褐斑

26.改善皮肤水分

27.改善皮肤油分

28.营养素补充剂

适宜人群

睡眠状况不佳者

营养性贫血者

有化学性肝损伤
危险者

哺乳期妇女

视力易疲劳者

接触铅污染环境者

咽部不适者

血压偏高者

中老年人

肠道功能紊乱者

消化不良者

便秘者

轻度胃粘膜损伤者

有痤疮者

有黄褐斑者

皮肤干燥者

皮肤油分缺乏者

需要补充者

不适宜人群

少年儿童

少年儿童

儿童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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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目前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编号的主要形式有哪些？

G代表国产；J代表进口

5.9 怀疑所购买的保健食品时如何进行网上查询？

记下保健食品批准文号，根据产品标签上的批准证书编号或

者产品名称进行查询：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http：//samr.saic.gov.cn/
5.10 保健食品的标签由哪几部分构成？

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的内容应当包括产品名称、主要原（辅）

料、功效成分/标志性成分及含量、保健功能、适宜人群、不适宜人

群、食用量与食用方法、规格、保质期、贮藏方法和注意事项等。

5.11 购买保健食品要注意什么？

（1）到合法店铺购买，正规保健食品经营企业应在店内悬挂

具有保健食品经营范围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2）购买保健食品时，宜向营业员明确说明买保健食品的目的。

（3）在选购之前，应仔细阅读说明书。

（4）仔细查看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有效期等内容，不要买过期

保健食品。

旧式证号

国食健字G/J年份****
卫食健字（年份）第***号
卫进食健字（年份）第***号

新式证号

国食健注G/J年份****
食健备G/J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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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管好购买凭证，如购物小票或发票，若质量有问题，购

物凭证是投诉、索赔、维护自己权益的重要凭据。

（6）保健食品一般都是较长期食用才能达到保健的目的，不

可期望所谓的“疗效”“速效”。

（7）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要一次性大量购买

某一产品。

5.12 针对老年人，不法商家常用的十大骗局有哪些？

一些不法商家免费邀请老年人参加“健康讲座”等，大肆推销

保健食品，骗取钱财，甚至还损害其身心健康，以下是不法商家常

用的十大骗局，请老年人擦亮双眼，仔细鉴别。

伎俩一：免费陷阱

（1）免费体检。保健食品推销员利用老年人不爱上医院的心

理，装扮成“义诊医生”，像模像样地进行一些血压、血脂常规检查

后，拿着检测结果煞有其事地指出消费者患有某些“疾病”，然后

开始推荐产品。

（2）免费试用。在经过多次试用后，一些消费者由于心理作

用感觉有效，或者多次试用后，人情难却而购买了该产品，但买回

家后才发现存在很多问题。

（3）免费联欢。不法商家以公司周年大庆、回报社会献爱心

之名，组织老人参加免费游玩，还提供专车接送，免费午餐，在游

玩过程中，游说老人购买产品。

（4）免费健康咨询。开设“健康免费咨询热线”，只要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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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进电话咨询，对方都会推荐“包治百病”的同种保健食品。

伎俩二：温情麻痹

推销者抓住老人渴望亲情，害怕孤独的心理，隔三差五地打

电话问候或带点小礼品上门拜访，嘘寒问暖拉家常，组织老人参

加集体联欢，营造融洽的大家庭氛围。老人们往往逐步放松警

惕，在情感的支配下购买那些功效不明、价格高昂的保健食品。

伎俩三：人际游说

保健食品商家以高薪招纳一批社交网络庞大的业务员，让他

们对身边熟悉的老年亲戚、朋友、同事等进行游说、推销。老年人

有时碍于情面，有时则因轻信亲近的人而盲目购买。

伎俩四：附赠诱惑

老人往往深受勤俭节约的传统思想影响，热衷于接受商家

“免费、额外”赠送礼品。而保健食品商家往往也会根据老人的兴

趣、爱好和生活需要设置购物附赠礼品，一些老人就是在这些礼

品的诱惑下盲目购买了商家推销的保健食品。

伎俩五：品牌误导

一些保健食品商家致力于自身品牌知名度的扩张，铺天盖地

片面宣扬“名厂名牌”，使消费者尤其是老年人产生一种误解，肯定

是疗效显著，才能这么有名气，购买这种产品准没错。因此陷入迷

信名牌的误区，没有根据自身身体情况正确、合理地选购产品。

伎俩六：雇托迷惑

雇托是不法商家惯用的手段，请来所谓的“专家”“学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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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在公开场合介绍该产品的“特殊疗效”和发布“权威检测报告”；

或指使一些人假冒患者名义写感谢信、送锦旗、现身说疗效；或在

销售现场制造抢购产品，制造购买者甚众、争先恐后的假象等。

伎俩七：回报承诺

推销者以“购买产品即可成为会员，而后推荐别人购买可获

报酬，推荐越多报酬越高”的方式招揽生意，拓宽销路，这对已经

失去稳定经济来源的老年人更具有诱惑力，老人们一不留神就容

易盲目购买产品成为会员，甚至落入非法传销的圈套。

伎俩八：虚夸疗效

商家打着“绿色、健康、高科技、洋产品”的旗号，宣称其产品

是“包治百病、治病于无形”的灵丹妙药，片面夸大保健食品功能，

使消费者误以为保健食品可以替代药品使用，耽误了治疗疾病的

最佳时机。同时，商家对一些保健食品存在的副作用及不适用对

象只字不提，极可能损害消费者健康。

伎俩九：擅加成分

一些不法生产企业见利忘义，擅自在保健食品中添加某些具

有特定功效的违禁药品成分，消费者食用后短时间可能起到缓解

病痛症状的作用，进而对该保健食品产生信任感甚至形成依赖，

长期使用对消费者的身心健康都将构成极大威胁。

伎俩十：流动设点

部分保健食品经销商采用租赁临时经营活动场所，设立流动

摊点或者上门推销等方式开展活动，一旦发生重大纠纷或者被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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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门查禁，马上转移藏匿，另起炉灶，逃避责任，产品的售后服

务质量难以得到保障。

5.13 如何辨别保健食品真伪？

（1）购买保健食品确保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2）先看有无“小蓝帽”标识这是国家为让消费者辨认区分真

假保健食品的特制标志；

（3）其次看包装是否规范，有无清晰的或无法识别的部分；

（4）看GMP认证标志：GMP是国际通行的食品医药企业良好

的生产流程和管理规范，是我国药品和保健食品生产的强制项目；

（5）看成分表：消费者要仔细看产品成分说明，大家购买时一

定要看仔细。

5.14 哪些人群适合服用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适于特定人群食用，一般需按产品说明规定的人群

食用，这是保健食品与一般食品另一个重要不同。

保健食品由于具有调节人体的某一个或几个功能作用，因而

只有某个或几个功能失调的人群食用才有保健作用，对该项功能

良好的人食用这种保健食品就没有必要，甚至食用后会产生不良

作用。

例如延缓衰老保健食品适宜中老年人食用，儿童不宜食用；

减肥食品适宜肥胖人食用，消瘦人不宜食用。

6. 参考素材：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问答

（三）标语内容

1. 治理虚假宣传、维护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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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3. 能治病的食品，小心是“药物添加”。

4. 凡声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食品或保健食品，一律不要

购买

5. 购买保健食品请认准“蓝帽子”标识和国家批准文号

6. 购买保健食品请认准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和国家批准

文号。

7. 食品的基本功能是维持生命，与治疗疾病没有无关

（四）展板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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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传指示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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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视频内容

1. 视频形式

选取原食药总局及地方食药局所制作的关于食品保健食品

的相关视频在社区活动中心播放，内容主要以针对人群（包括慢

性病人、骨质疏松、三高人群等）如何选择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基

本知识、保健食品如何防骗、保健食品消费提示等。视频选用原

食药总局官网中李可基教授解读保健食品的视频作为内容。

2. 视频来源

总局及地方局制作如：

2.1 你适合吃保健食品吗？

<https：//weibo.com/tv/v/FDGFkgO7E>
2.2如何擦亮眼睛购买保健食品？

<https：//weibo.com/3166469600/F3lhrknLY>
2.3 防骗指南

http：//samr.cfda.gov.cn/WS01/CL1975/226634.html
2.4 保健食品销售骗局常见套路（上）

<https：//weibo.com/tv/v/FEs6wx3yp>
2.5 保健食品销售骗局常见套路（下）

<https：//weibo.com/tv/v/FFwgjCM6I>
2.6 如何明辨保健食品的真伪？

<https：//weibo.com/tv/v/FpGUt6knW>
2.7 保健食品安全如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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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ibo.com/tv/v/F1HubDHnD>
2.8 警惕保健食品违法广告

<https：//weibo.com/tv/v/F0BsReIVq>
2.9 保健食品消费提示

<https：//weibo.com/tv/v/Ernti8wGh>
（七）活动演讲稿内容

1. 保健（功能）食品与一般食品有什么区别？

一般食品指可供人类食用或饮用的物质，包括加工食品、半

成品和未加工食品，不包括烟草或只作药品用的物质。简单地

说，食品是供人类食用的所有物质。保健（功能）食品指：食品的

一个种类，具有一般食品的共性，能调节人体的机能，适于特定人

群食用，但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2. 保健食品应当具有哪些特点？

保健食品是食品而不是药品，药品是用来治疗疾病的，而保

健食品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不追求临床治疗效果，也不能宣传

治疗作用。保健食品重在调节机体内环境平衡与生理节律，增强

机体的防御功能，达到保健康复的目的。保健食品具有一般食品

的共性，即营养性，提供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感官性，提供色、香、

味、形、质等以满足人们不同的嗜好和要求；安全性。必须符合食

品卫生要求，必须不对人体产生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而药品

则允许有一定程度的毒副作用。

保健食品应具功能性，即具有调节机体功能，这是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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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食品的区别。它至少应具有调节人体机能作用的某一种

功能，如免疫调节功能、延缓衰老功能、改善记忆功能、促进生长

发育功能、抗疲劳功能、减肥功能等。其功能必需经必要的动物

或人群功能试验，证明其功能明确、可靠。

保健食品适于特定人群食用，一般需按产品说明规定的人群

食用，这是保健食品与一般食品另一个重要不同。一般食品提供

给人们维持生命活动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男女老幼皆不可少。

而保健食品由于具有调节人体的某一个或几个功能作用，因而只

有某个或几个功能失调的人群食用才有保健作用，对该项功能良

好的人食用这种保健食品就没有必要，甚至食用后会产生不良作

用。例如延缓衰老保健食品适宜中老年人食用，儿童不宜食用；

减肥食品适宜肥胖人食用，消瘦人不宜食用。

3. 什么是食品与保健食品的虚假宣传？

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非保健食品的标签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功能。

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内容

应当真实，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载明适宜人群、不适宜

人群、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并声明“本品不能代

替药物”。保健食品的功能和成分应当与标签、说明书相一致。

食品保健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

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保健食品还应当声明“本品不

能代替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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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保健食品的广告、宣传册、音频视频、会议讲座的内容，都

不得偏离标签、说明书标示的内容，严禁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4. 如何鉴别保健食品真伪？

（1）购买保健食品确保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2）先看有无“小蓝帽”标识这是国家为让消费者辨认区分真

假保健食品的特制标志；

（3）其次看包装是否规范，有无清晰的或无法识别的部分；

（4）看GMP认证标志：GMP是国际通行的食品医药企业良好

的生产流程和管理规范，是我国药品和保健食品生产的强制项目；

（5）看成分表：消费者要仔细看产品成分说明，大家购买时一

定要看仔细；

（八）演讲用PPT

1.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十大骗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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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识保健食品的安全和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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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识保健食品的安全和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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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防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

网络宣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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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宣传方案

一、重点问题

（一）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软文。

（二）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广告。

二、重点人群

（一）媒体记者。

（二）市场销售人员、广告人员。

（三）网购人群。

（四）电商。

三、宣传形式

（一）各地市场监管局官网设立专项网页，开展专项宣传。与

本地门户网站及代表性网络媒体联合设立食品保健食品专题，主

要推送整治行动进展及相关科普知识等内容，帮助消费者快速、

便捷的了解整治进展及相关知识，增强消费信心。

（二）整合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资源，构建传播矩阵，联合宣

传。定期推送相关知识和消费提示信息，发布整治典型案例，对

典型案例进行集中宣传报道，引导公众理性消费。

（三）结合消费者生活密切关心的食品保健食品所关心的问题，

组织网络媒体开设专栏、在线访谈、直播等，邀请专家、市场监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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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普及相关知识，提高宣传的针对性、准确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四）组织各大门户网站、主流媒体的记者、编辑，电商经营者

等人员开展打击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相关培训，重点

介绍违法违规食品保健食品宣传广告、形式等，通过典型案例警

示网络媒体从业人员，提升经营管理人员的守法意识。

（五）联合一到两家中央级媒体，推出专栏或者专题。一是长

期跟踪报道；二是常态进行科普；三是各地的制作科普内容，经过

专家审核后，可以在中央级媒体上进行传播，扩大宣传面，覆盖到

更多人群。

四、宣传内容

（一）宣传内容

1. 健康饮食基础知识，包括膳食宝塔、健康饮食基础原则等。

2. 保健食品消费知识，消费指导，包括功能声称、蓝帽子、允

许的功能声称等。

3. 典型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传销案例，科学认识

误区，避免陷阱。

（二）呈现形式

1. 海报、宣传展板。

2. 横幅、标语。

3. 科普知识手册。

4. 科普动漫、动画视频等，原食药总局已经拍摄录制的食

谱、制作的动漫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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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方案

1. 市场监管总局设立专题网页，进行食品保健食品整治行

动推广

市场监管总局及各地方局官网设立食品保健食品专题网页，

主要推送整治行动进展及相关科普知识等内容，帮助消费者快

速、便捷的了解整治进展及相关知识，增强消费信心。内容详见

附件。

2. 整合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资源，构建传播矩阵，联合宣传

市场监管总局及各地方局对各自的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账号

进行整合，定期推送相关知识和消费提示信息，发布整治典型案

例，对典型案例进行集中宣传报道，引导公众理性消费。

内容：推送各地方局推广的食品保健食品专项整治材料、保

健食品基本知识、消费提示等。

3. 联合中央媒体开设专栏，同时进行1-2次网络直播

结合消费者生活密切关心的食品保健食品所关心的问题，联

合一到两家中央级媒体及电商平台，推出专栏或者专题。

专栏内容：

（1）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问答

（2）科学选用保健食品

组织开展1-2次在线访谈（直播）活动，邀请专家、市场监管部

门普及相关知识，提高宣传的针对性、准确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拟邀请专家：待定（可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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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展媒体从业人员培训

组织各大门户网站、主流媒体记者、编辑、市场销售等人员开

展打击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相关培训1场，重点介绍

保健食品基本知识、违法违规案例等，通过典型案例警示网络媒

体从业人员，提升经营管理人员的守法意识。

拟邀请专家：待定（可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培训内容：

4.1 保健食品基本知识及法规。

4.2 保健食品虚假宣传识别技巧。

4.3 虚假保健食品的常见套路及典型案例分析。

4.4 活动手册：手册内容以食品保健食品消费提示为主。详

见附件。

5. 开展媒体记者体验活动

由宣传活动方组织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整治体验活动，邀

请试点地区媒体跑口记者 20人左右参与体验活动，参与整治与

现场执法行动。重点介绍保健食品相关法规、典型虚假宣传案

例，充分认识到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对公众和社会造成的巨大

影响，避免媒体夸大宣传报道。

五、素材内容

（一）知识手册

1. 素材：“科学选用保健食品”

1.1 什么是保健食品？保健食品有什么样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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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

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

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

者慢性危害的食品。

保健食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具有食品属性，是一类特殊的

食品。二是安全性，在规定的摄入范围内长期食用，对人体不产

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三是功能性，对特定人群具有

一定的调节作用，不能治疗疾病，不能替代药物。

保健食品标识为蓝帽子，具体如下：

1.2 保健食品与其他食品的主要区别

（1）保健食品强调具有特定保健功能，而其他食品强调提供

营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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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健食品具有规定的食用量，而其他食品一般没有服用

量的要求。

1.3 保健食品与保健品的主要区别

保健食品具有明确的法律定位，保健食品的监管法律依据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产品属性为食品。保健品没有明

确的法律定义，一般是对人体有保健功效产品的泛称，诸多媒体

报道中涉及的保健品，实为内衣、床垫、器械、理疗仪、饮水机等，

而非食品或保健食品。宣传报道和监管执法过程中，首先应依法

辨别产品属性，清晰界定产品是食品还是用品，是保健食品、普通

食品还是有毒有害食品，报道、文件和文书中应根据产品的实际

属性，依法规范表述产品名称，不能一概笼统表述为 “保健品”，

造成事实不清、监管错位和信息误导。

1.4 保健食品与药品的主要区别

（1）使用目的不同：保健食品是用于调节机体机能，提高人体

抵御疾病的能力，改善亚健康状态，降低疾病发生的风险，不以预

防、治疗疾病为目的。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

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

和用量的物质。

（2）保健食品按照规定的食用量食用，不能给人体带来任何

急性、亚急性和慢性危害。药品可以有毒副作用。

（3）使用方法不同：保健食品仅口服使用，药品可以注射、涂

抹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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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以使用的原料种类不同：有毒有害物质不得作为保健

食品原料。

1.5 保健食品与药品对人体的作用有何不同

药品对身体来说是一种异物，而保健食品却基本上是原本就

存在于人体内或人体正常生理功能所需要的某种成分。换个说

法，人体很难因为某种药品不足而患病，但却可能因为长期缺乏

某种营养物质而引起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由此可知，多数药品

是人体患病之后用来治疗的工具，而保健食品则可以帮助身体不

生病或者在健康的维持及促进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药品能够直接抑制或攻击病因或病状，

最常见的就是退烧或是降血压、血糖等对症疗法；而保健食品则

是以调整机体功能、使机体的代谢系统保持平衡或是让血液循环

顺畅等等，帮助身体用其自身的抗病能力去应对疾病。

1.6 为什么不能声称保健食品具有某种疗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对药品的定义：药品是指

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

定有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而保健食品的使用

不得作为治疗疾病用途，否则就是违法。比如说同样是“维生素

E”，如果用于“药品”时，则能以“消除疲劳、保护心脏、减轻皱纹或

雀斑”等来表示其功效；但当其用作“保健食品”的某种成分时，则

只能是“食品”，所以绝对不能宣称“对××有效”或是“可预防××”。
国家之所以会进行这样严格的规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消

—— 195



费者信赖的问题。由于我国规定处方药品不能进行大众媒体广

告宣传，并且制造及售卖药品必须经过国家严格审查后才能得到

批准。而保健食品首先是食品，所以会比药品更加容易进行生产

制造、售卖，并且能够进行广告宣传。如果允许保健食品标识其

具有某种疗效，那么有可能被消费者误认为是药品，从而过分依

赖保健食品，可能贻误了接受正规科学医疗的机会。

1.7 保健功能范围及相对应的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是什么？

保健功能

1.增强免疫力

2.抗氧化

3.辅助改善记忆

4.缓解体力疲劳

5.减肥

6.改善生长发育

7.提高缺氧耐受力

8.对辐射危害有辅助保护功能

9.辅助降血脂

10.辅助降血糖

适宜人群

免疫力低下者

中老年人

需要改善记忆者

易疲劳者

单纯性肥胖人群

生长发育不良的
少年儿童

处于缺氧环境者

接触辐射者

血脂偏高者

血糖偏高者

不适宜人群

少年儿童

少年儿童

孕期及哺乳期
妇女

少年儿童

少年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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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功能

11.改善睡眠

12.改善营养性贫血

13.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
功能

14.促进泌乳

15.缓解视疲劳

16.促进排铅

17.清咽

18.辅助降血压

19.增加骨密度

20.调节肠道菌群

21.促进消化

22.通便

23.对胃粘膜有辅助保护功能

24.祛痤疮

25.祛黄褐斑

26.改善皮肤水分

27.改善皮肤油分

28.营养素补充剂

适宜人群

睡眠状况不佳者

营养性贫血者

有化学性肝损伤
危险者

哺乳期妇女

视力易疲劳者

接触铅污染环境者

咽部不适者

血压偏高者

中老年人

肠道功能紊乱者

消化不良者

便秘者

轻度胃粘膜损伤者

有痤疮者

有黄褐斑者

皮肤干燥者

皮肤油分缺乏者

需要补充者

不适宜人群

少年儿童

少年儿童

儿童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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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目前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编号的主要形式有哪些？

G代表国产；J代表进口

1.9 怀疑所购买的保健食品时如何进行网上查询？

记下保健食品批准文号，根据产品标签上的批准证书编号或

者产品名称进行查询：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http：//samr.saic.gov.cn/
1.10 保健食品的标签由哪几部分构成？

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的内容应当包括产品名称、主要原（辅）

料、功效成分/标志性成分及含量、保健功能、适宜人群、不适宜人

群、食用量与食用方法、规格、保质期、贮藏方法和注意事项等。

1.11 购买保健食品要注意什么？

（1）到合法店铺购买，正规保健食品经营企业应在店内悬挂

具有保健食品经营范围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2）购买保健食品时，宜向营业员明确说明买保健食品的目的。

（3）在选购之前，应仔细阅读说明书。

（4）仔细查看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有效期等内容，不要买过期

保健食品。

旧式证号

国食健字G/J年份****
卫食健字（年份）第***号
卫进食健字（年份）第***号

新式证号

国食健注G/J年份****
食健备G/J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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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管好购买凭证，如购物小票或发票，若质量有问题，购

物凭证是投诉、索赔、维护自己权益的重要凭据。

（6）保健食品一般都是较长期食用才能达到保健的目的，不

可期望所谓的“疗效”“速效”。

（7）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要一次性大量购买

某一产品。

1.12 针对老年人，不法商家常用的十大骗局有哪些？

一些不法商家免费邀请老年人参加“健康讲座”等，大肆推销

保健食品，骗取钱财，甚至还损害其身心健康，以下是不法商家常

用的十大骗局，请老年人擦亮双眼，仔细鉴别。

（1）免费陷阱

（1.1）免费体检。保健食品推销员利用老年人不爱上医院的

心理，装扮成“义诊医生”，像模像样地进行一些血压、血脂常规检

查后，拿着检测结果煞有其事地指出消费者患有某些“疾病”，然

后开始推荐产品。

（1.2）免费试用。在经过多次试用后，一些消费者由于心理

作用感觉有效，或者多次试用后，人情难却而购买了该产品，但买

回家后才发现存在很多问题。

（1.3）免费联欢。不法商家以公司周年大庆、回报社会献爱

心之名，组织老人参加免费游玩，还提供专车接送，免费午餐，在

游玩过程中，游说老人购买产品。

（1.4）免费健康咨询。开设“健康免费咨询热线”，只要消费

者打进电话咨询，对方都会推荐“包治百病”的同种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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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温情麻痹

推销者抓住老人渴望亲情，害怕孤独的心理，隔三差五地打

电话问候或带点小礼品上门拜访，嘘寒问暖拉家常，组织老人参

加集体联欢，营造融洽的大家庭氛围。老人们往往逐步放松警

惕，在情感的支配下购买那些功效不明、价格高昂的保健食品。

（3）人际游说

保健食品商家以高薪招纳一批社交网络庞大的业务员，让他

们对身边熟悉的老年亲戚、朋友、同事等进行游说、推销。老年人

有时碍于情面，有时则因轻信亲近的人而盲目购买。

（4）附赠诱惑

老人往往深受勤俭节约的传统思想影响，热衷于接受商家

“免费、额外”赠送礼品。而保健食品商家往往也会根据老人的兴

趣、爱好和生活需要设置购物附赠礼品，一些老人就是在这些礼

品的诱惑下盲目购买了商家推销的保健食品。

（5）品牌误导

一些保健食品商家致力于自身品牌知名度的扩张，铺天盖地

片面宣扬“名厂名牌”，使消费者尤其是老年人产生一种误解，肯定

是疗效显著，才能这么有名气，购买这种产品准没错。因此陷入迷

信名牌的误区，没有根据自身身体情况正确、合理地选购产品。

（6）雇托迷惑

雇托是不法商家惯用的手段，请来所谓的“专家”“学者”“权

威”在公开场合介绍该产品的“特殊疗效”和发布“权威检测报告”；

或指使一些人假冒患者名义写感谢信、送锦旗、现身说疗效；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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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现场制造抢购产品，制造购买者甚众、争先恐后的假象等。

（7）回报承诺

推销者以“购买产品即可成为会员，而后推荐别人购买可获

报酬，推荐越多报酬越高”的方式招揽生意，拓宽销路，这对已经

失去稳定经济来源的老年人更具有诱惑力，老人们一不留神就容

易盲目购买产品成为会员，甚至落入非法传销的圈套。

（8）虚夸疗效

商家打着“绿色、健康、高科技、洋产品”的旗号，宣称其产品

是“包治百病、治病于无形”的灵丹妙药，片面夸大保健食品功能，

使消费者误以为保健食品可以替代药品使用，耽误了治疗疾病的

最佳时机。同时，商家对一些保健食品存在的副作用及不适用对

象只字不提，极可能损害消费者健康。

（9）擅加成分

一些不法生产企业见利忘义，擅自在保健食品中添加某些具

有特定功效的违禁药品成分，消费者食用后短时间可能起到缓解

病痛症状的作用，进而对该保健食品产生信任感甚至形成依赖，

长期使用对消费者的身心健康都将构成极大威胁。

（10）流动设点

部分保健食品经销商采用租赁临时经营活动场所，设立流动

摊点或者上门推销等方式开展活动，一旦发生重大纠纷或者被执

法部门查禁，马上转移藏匿，另起炉灶，逃避责任，产品的售后服

务质量难以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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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如何辨别保健食品真伪？

（1）购买保健品确保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2）先看有无“小蓝帽”标识这是国家为让消费者辨认区分真

假保健品的特制标志；

（3）其次看包装是否规范，有无清晰的或无法识别的部分；

（4）看GMP认证标志：GMP是国际通行的食品医药企业良好

的生产流程和管理规范，是我国药品和保健食品生产的强制项目；

（5）看成分表：消费者要仔细看产品成分说明，大家购买时一

定要看仔细；

1.14 哪些人群适合服用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适于特定人群食用，一般需按产品说明规定的人群

食用，这是保健食品与一般食品另一个重要不同。

保健食品由于具有调节人体的某一个或几个功能作用，因而

只有某个或几个功能失调的人群食用才有保健作用，对该项功能

良好的人食用这种保健食品就没有必要，甚至食用后会产生不良

作用。

例如延缓衰老保健食品适宜中老年人食用，儿童不宜食用；

减肥食品适宜肥胖人食用，消瘦人不宜食用。

2.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问答

参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问答”

（二）标语内容

1. 治理虚假宣传、维护健康权益。

2.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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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治病的食品，小心是“药物添加”。

4. 凡声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食品或保健食品，一律不要

购买。

5. 购买保健食品请认准 “蓝帽子”标识和国家批准文号。

6. 购买保健食品请认准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和国家批准

文号。

7. 食品的基本功能是维持生命，与治疗疾病没有无关。

（三）展板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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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奖问答问题设置

有奖问答形式：

1. 叔叔阿姨大部分都曾经购买过保健食品吧，是不是都曾

经看到很多商家说他们的产品可以抗癌、延年益寿等等，那么目

前我国批准允许的功能声称只有 27种，前边市场监管局的专家

老师也已经给大家普及过了，那哪位能告诉我，抑制肿瘤在这27
种里吗？请抢答。

正确答案：不是。

2. 叔叔阿姨，请问保健食品的标志是什么样子的？

正确答案：是蓝色草帽样标志，标志下方为批准文号和批准

部门。

3. 购买保健食品时，应该重点关注那三个方面？

正确答案：销售场所资质、外包装和说明书。

4. 一个保健食品批准问号能对应多个产品吗？

正确答案：不能。所以当您在市场上发现一个批准文号对应

多个产品的情况，务必谨慎。

5. 如发现违法生产经营保健食品，可及时向当地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举报，举报电话多少？

正确答案：12315、12331
6. 得了心脏病，可以吃保健食品吗？

正确答案：不行。保健食品不能治病，生病了还是需要去医

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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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我们购买了保健食品，是不是就一定能保证身体健康呢？

正确答案：不是。保健食品主要是调节身体机能，吃动平衡

才是健康的关键。

8. 看见推销人员宣传说XX公司提取植物天然原料，所得最

新研究成果，能延缓衰老，延年益寿，并安排免费参观，这样的话

能信吗？

正确答案：不能。保健食品不是灵丹妙药，并不具备“神奇”

的功能。

9. 保健食品可以代替日常饮食吗？

正确答案：不能。保健食品不能代替日常饮食，仅仅是补充

饮食不够全面所缺乏的营养。

10. 参加“全国健康万里行”“老年人模特队”“夕阳红旅游”等

公益活动，却在活动现场进行销售保健食品，这属于哪种骗术？

正确答案：假借公益型骗术。以健康等公益活动为主题的销

售行为，都属于假借公益型骗术。

（五）宣传视频

1. 视频形式

选取原食药总局及地方局所制作的关于食品保健食品的相

关视频在社区活动中心播放，内容主要以针对人群（包括慢性病

人、骨质疏松、三高人群等）如何选择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基本知

识、保健食品如何防骗、保健食品消费提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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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选用原食药总局官网中李可基教授解读保健食品的视

频作为内容。

2. 视频来源

（1）总局及地方局制作如：你适合吃保健食品吗？

<https：//weibo.com/tv/v/FDGFkgO7E>
（2）如何擦亮眼睛购买保健食品？

<https：//weibo.com/3166469600/F3lhrknLY>
（3）防骗指南：

<http：//samr.cfda.gov.cn/WS01/CL1975/226634.html>
（4）保健食品销售骗局常见套路（上）

<https：//weibo.com/tv/v/FEs6wx3yp>
（5）保健食品销售骗局常见套路（下）

<https：//weibo.com/tv/v/FFwgjCM6I>
（6）如何明辨保健食品的真伪？

<https：//weibo.com/tv/v/FpGUt6knW>
（7）保健食品安全如何保障？

<https：//weibo.com/tv/v/F1HubDHnD>
（8）警惕保健食品违法广告

<https：//weibo.com/tv/v/F0BsReIVq>
（9）保健食品消费提示

<https：//weibo.com/tv/v/Ernti8w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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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活动PPT

1. PPT：“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十大骗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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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PT：“认识保健食品的安全和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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