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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诺贝尔奖的约翰·伯特
兰·格登、汉斯·冯奥伊勒、奥托
沃伯格……在各种“长寿药”铺
天盖地的广告中，这些诺奖得主
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曾因针
对β-烟酰胺单核苷酸或NAD
等相关研究获奖，而他们竟然也
都成了“长寿药”的“代言人”。

记者发现，汉斯·冯奥伊勒
获得的是1929年诺贝尔生物学，
奥托沃伯格则是在1931年获得

的诺贝尔奖，与现在的长寿药显
然没有直接联系。而相对年轻
的约翰·伯特兰·格登，记者并未
查到其与某些具体长寿药品牌
签约代言或授权使用相关研究
成果的记录。

一家名为基因港的NMN生
产商自称，公司生产的该产品已
被哈佛实验室选用为研究原料，
其与哈佛大学教授辛克莱展开
合作，并采用了哈佛大学的相关

技术。
记者就此向该公司客服求

证。工作人员回应，具体涉及哈
佛哪个实验室以及与哈佛方面
和辛克莱教授的具体签约内容
都属于该公司隐私，不能予以
提供。

在哈佛大学官网，虽然有辛
克莱教授的详细介绍，但资料中
提及的他参与投资的企业，并无
基因港这家香港公司。

基因港官网上还自称，在最
近的京东营养保健品“双12”销
售中，其NMN产品销量排名
第一。

不过，京东方面回应称，这
一排名只是保健品店铺整体销
量排名，其中包括各类相关产
品。京东从未就NMN产品销量
做过单独统计，所谓其再夺
NMN行业第一的说法有蹭“双
12”热点之嫌。

“无论国外是否已批
准了NMN的相关产品，其
在国内销售和发布广告
时，必须遵守我国的法
律。”中国政法大学法商管
理研究中心主任孙选中对
记者说，“NMN相关产品
在国内销售时采用‘长寿
基因药’等带有药物含义
的说法，或借此进行诱导
性宣传，无疑是不合规的
做法。”

记者随后致电天猫
与京东方面相关负责人，
两家电商平台对此问题
非常重视，并立即进行了
整改。

天猫方面有关负责
人向记者表示，接到相关
反馈后，该平台第一时间
进行排查，发现确有个别
商家涉嫌违规。目前，该
平台已根据相关规则对
其予以处罚。对于此类
违规行为，该平台今后将
发现一例处理一例绝不
容情。同时，天猫鼓励消
费者在发现这类违规商
品时，积极向该平台进行
举报。

京东方面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该平台第一时
间进行了全面排查，发现
确有个别商家涉嫌违规。
目前，京东已依据相关规
则对商家进行了严重警
告，同时屏蔽了相关涉嫌
夸大宣传的搜索词。该平
台将针对此类情况继续加
大监管力度，坚决杜绝虚
假或夸大宣传现象发生，
一旦发现将一律按照该平
台 相 关 规 则 进 行 严 厉
处罚。

目前，在天猫与京东
上搜索“长寿药”这一关键
词，已无法搜索出任何
NMN相关产品。通过具
体某些品牌名称搜索到的
NMN相关产品，基本去掉
了涉及“药”字的相关
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
在与一家“长寿药”经销商

“聚欧品海外旗舰店”客服
对话时，对于长寿药是否
经过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审
批的问题，其表示暂时只
经过了报关审核。

随后，记者从多个相
关部门获悉，目前针对“长
寿药”有关产品，国内尚未
展开专项检查。不仅如
此，国外的膳食补充剂进
入国内市场后，暂时没有
纳入到我国保健品的监管
范围。显然，面对热度不
断提升的“长寿药”产品，
相关监管力度仍有待提
升。 据《北京晚报》

部分“长寿药”电商下架

“双11”“双12”电商
大促销中，号称抗衰逆
龄的“长寿药”被热炒，
不仅进入叮当快药等医
药电商平台销售，还在
今日头条等平台大举投
放广告。“哈佛教授研
发”“李嘉诚天天吃”“突
破生命极限”等极具诱
惑力的宣传语让不少人
深信不疑。

记者调查获悉，所
谓“长寿药”的功效完全
没有临床数据支撑，目
前只能算是一种膳食补
充剂。

“与多吃蔬菜水果
效果相当，老年朋友千
万别轻信。”多位专业人
士提醒。

1瓶60粒售价2.2万元 其实连保健品都算不上

揭开天价“长寿药”的真面目

揭露 “诺奖成果”是营销手段

质疑 “长寿药”真实身份疑点多

到底是药品还是保健品？
“长寿药”的真实身份至今存疑。

一家国家级药物研究所研
究员文女士向记者介绍，对于药
物来说，必须有确切的临床试验
数据，去证明它具有某些实际的
临床功效。然而从现阶段来看，
尚未发现有国内外各界公认的
相关人体临床实验数据。

记者从药监部门工作人员
证实，无论国产药还是进口药，
在国家药监局网站均可查到。
然而，记者搜索发现找不到任何
关于β-烟酰胺单核苷酸、NMN

或长寿药的相关药品。显然，
“长寿药”不是我国承认的药品。

中国保健协会秘书长徐华
锋向记者介绍，NMN在国内尚
不在食品原料或添加剂名录中，
把它用于生产保健食品，从最严
格意义来说并不完全合规。他
表示，目前NMN类产品在国内
声称是药或保健品其实都不完
全合规。即使在美国、日本，它
也只是被归类为国外的一种膳
食补充剂。

值得注意的是，膳食补充剂
这一说法也是个舶来品。美国食

药监局公布了《膳食补充剂健康
与教育法》，对膳食补充剂作出规
定，它可能含有一种或多种膳食
成分，是一种用以增加每日总摄
入量来补充膳食的食物成分。换
言之，其更接近于食物。而我国
在此方面规定尚不够明确。

“一些企业想将NMN用于
膳食补充剂或保健食品，就会将
NMN原料出口，在国外制造为
成品后，再通过跨境电商渠道，
回流国内市场。”徐华锋说。

记者注意到，近期上市公司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回复深交所关注函的公告中
披露，其美国子公司DRB上架销
售β-烟酰胺单核苷酸产品，但
DRB并未对该产品实际效用进
行明确承诺，且已明确提示该产
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
防任何疾病。

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
学院教授李健向记者表示，β-
烟酰胺单核苷酸只是一种具有
潜在价值可以延缓衰老的物质，
相关药品、保健品未正式得到我
国监管部门的批准，消费者选择
时务必多加注意。

一粒要花近400元，如此金
贵的β-烟酰胺单核苷酸产品，
是否真的成本高昂呢？

记者在1688采购批发网等

批发类平台发现，搜索β-烟酰
胺单核苷酸，其中不乏95元100
克/袋，或560元500克/袋的厂家
直销价。相比电商平台上动辄

几千块上万元一瓶的天价药，这
些真可谓是地板价。一家生物
医药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告诉
记者，该公司β-烟酰胺单核苷

酸目前的批发价是800元/公斤。
低成本高利润，动辄月销数

百万元之巨的“长寿药”，显然成
了商家眼中的“唐僧肉”。

调查 高价药低成本“宰人”没商量

保健品行业概念每年换，热
点随时炒。新晋成为网红的“长
寿药”，以β-烟酰胺单核苷酸
（以下简称“NMN”）为主要成
分，自称是能够延缓并抗衰老的

“长寿基因药”。
在京东上，规格为150毫克*

60粒，标注着日本进口新兴和品

牌的β-烟酰胺单核苷酸1瓶卖
22588元，相当于吃1粒要花近
4 0 0 元 ；在 天 猫 上 ，美 国
PipingRock品牌的类似产品卖
到了14994元。

记者注意到，目前在实体商
超基本难觅“长寿药”踪影，网上
电商平台成了其最主要的销售

渠道。此外，这类产品也登陆了
叮当快药等医药电商平台，其广
告进入了今日头条等平台。

各种营销攻势下，“长寿药”
颇受追捧，相关单品的月销售额
动辄达到数百万元。

以天猫平台为例，其显示奈
力士食品旗舰店销售的“双12”

活动价2980元的一款NMN产品
月成交1751笔，月销售额已突破
520万元；活动价4009元的艾沐
茵品牌NMN产品这一产品月成
交531笔，相当于月销售超过200
万元；新兴和品牌售价22588元
的NMN产品月成交量有81笔，
其月销售额高于180万元。

现象 60粒“长寿药”能卖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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