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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少主播在直
播间销售保健品，涉嫌故

意夸大功效。
某直播平台上，一主播在销

售当归黄芪铁皮保健品时宣称：
“这款保健品可以补气血，如果
有晚上睡不好、来姨妈疼且量
少、手脚冰凉、掉发严重等情况
的，都可以吃，吃完两个月能得
到明显改善。”

记者注意到，销售此类保健
品的主播在介绍用途时通常会
描述具体状况，如出现手脚冰
凉、睡觉费劲、头发爱掉、面色苍
白、起身迷糊、疲惫无力等症状
时可以食用，且明确表示如果出
现上述症状，食用此类保健品后
能明显改善，以此暗示保健品的
治疗功效。然而，在商品详情页
面，此类保健品的保健功能仅仅
是改善缺铁性贫血。

另一个直播平台上，一主播
在销售一款名为“×××黄浦茯苓
胶囊”的保健品。这款保健品不
仅有“蓝帽子”标识，还有国食健
字批号。

记者在商品详情页面看到，
该保健品的功能是辅助保护胃
黏膜。而主播却在直播间里介
绍说，该保健品可以治疗胃病。
正因为如此，一些消费者以为自
己购买的是治疗胃病的药品。

记者在商品评论区看到，有

人评论称“收到货后发现根本不
是药品，是保健品”，还有人说

“药品很快收到，是正品，坚持服
用，期待能有所改善”。

除了保健品被主播夸大功
效外，一些中药粉也被其在直播
间里强调治疗功效。

某直播间内，一主播正在宣
传一款“灵芝孢子粉”，其介绍称

“该款产品是长白山赤灵芝+破
壁率98%孢子粉，非常增强免疫
力。我感冒吃了这个，第二天就
好了，给父母、爷爷奶奶，必囤。
现在免疫力产品暴涨。”

对于主播宣传保健品的治
疗功效这一现象，江苏省法学会
经济法研究学会理事、江苏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杜乐其认为，涉嫌
违反食品安全法和广告法。

“食品安全法规定，保健食
品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
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
防、治疗功能，且应当声明‘本品
不能代替药物’；广告法也规定，
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
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
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
者易使推销商品与药品、医疗器
械相混淆的用语，保健品广告不
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
应当显著标明‘本品不能代替药
物’。”杜乐其说。

主播夸大功效坑了消费者

直播间保健品

“你与人交往时是
不是因为口腔有异味而
尴尬，现在有一个火爆
产品‘清幽卫士’糖果，
由纯植物和中药磨成粉
压制而成，可以清除口
腔异味，安全无副作用，
还能调理脾胃……”某
直播平台，一位主播正
在热情介绍产品，且特
意强调该产品的“脾胃
调理功能”。

有观众询问：“可以
清除幽门螺杆菌吗？”主
播回复道：“嗯，这位粉
丝明白我的意思。”

商品详情页面介
绍，该产品买3送2，共88
元；买2送1，共58元；单
瓶29.8元。页面上还详
细介绍了该产品的成分
和功效，尤其介绍了何
为幽门螺杆菌，并强调

“该病的不良预后是胃
癌”。

记者近日观看多场
直播发现，类似这样夸
大、神化普通产品功效
让观众误以为是保健品
的直播不在少数，有的
主播则直接带货保健食
品，如复合维生素片、鱼
油胶囊、钙片等，且在介
绍时暗示观众其食品具
有治疗功效。

而根据相关规定，
在网络直播营销活动中
医疗、药品、医疗器械、
农药、兽药、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应当事先进行广告发布
审查的商品和服务，不
适宜以网络直播形式
营销。

为何保健品在直播
间大行其道？肆意夸大
产品功效有何违规之
处？该如何规范此类现
象？带着这些问题，记
者进行了采访。

“我们是复合果蔬提取的维
生素，是食品级的维生素，没有任
何副作用。如果你有爱掉头发、
头发易油、手上脚上经常掉皮、睡
眠不好等情况，可以直接拍，食用
后都能得到改善。”

近日，来自广东省汕头市的
欧女士刷直播时看到主播正在卖
力推销某品牌“血橙复合B维生素
咀嚼片”，直播间滚动的评论也在
称赞这款产品的功效。结合自己
爱掉头发的情况，欧女士没有犹
豫便购买了3瓶。

收货后她按照说明书开始服
用，可每次吃完后不到10分钟就
开始胃疼。“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
吃错东西了，后来反复确认几次
才发现是这款维生素的问题。”欧
女士说，她去该品牌店铺查看相
关评论，才发现有不少人评论称
自己吃了同品牌的“多维牛磺酸
素”后呕吐腹痛、全身起红疹，到
医院急诊；还有人称，自己服用了
该店铺售卖的“血橙复合B维生素
咀嚼片”后出现不良反应，如胃
疼、喘不上气、过敏等。

记者在直播平台搜索“保健
品”，该品牌相关产品便映入眼
帘，且有不少直播间的主播都在
销售该品牌产品。并且，其产品
价格与正规药店销售的具有同类
功效的产品相比，要便宜很多。

以该品牌“蓝莓叶黄素酯压
片糖果”为例，主播称“用眼过多
的都可以使用，每天两片就能补
充所需的叶黄素”，4瓶装共144g
仅需69元；而记者在线下某药店
购买30g一瓶的保健食品叶黄素
胶囊就要69元。

记者注意到，除了上述产品
外，该品牌在售的其他产品，如多
维牛磺酸素、维生素C咀嚼片、烟
酰胺咀嚼片等产品都没有“蓝帽
子”的标识，产品说明里面也没有
注明保健作用等信息。但主播在
介绍这些产品时称具有淡化斑点
痘印、祛皱、补充胶原蛋白、减少掉
发、提高抵抗力等功效。

记者在评论区询问，为什么
这些产品功效如此多却没有“蓝
帽子”标识？对方回复称，这些产
品并不是保健品，只是食品级的
维生素，或者说是营养补充剂。

据了解，保健食品的包装或
标签上必须有“蓝帽子”标识。“蓝
帽子”下方有“批准文号”，如“国
食健字G××××××××”等。并且保健
食品包装必须注明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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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许可证号。

保健食品与一般食品所执行
的标准也不一样。记者发现该品
牌的“蓝莓叶黄素酯压片糖果”仅
有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执行标
准号是“SB/TI0347”。经记者查
证，这是国家压片糖果的执行标
准，超市里卖的普通糖果也同样
适用这个标准。

采访中，记者发现，类似这种
将普通食品伪装成保健品在直播
间进行销售的产品还有不少，如

“阿胶燕窝原蛋白压片糖果”“胶
原蛋白饮”“益生菌胶囊”“酵素”

“黑枸杞原浆”等。
主播们常常使用“排毒养颜”

“预防斑秃”“调理肠胃”“提高免
疫力”“维持健康视力”“缓解皮肤
老化”“富含胶原蛋白”“加快代
谢”等表述来进行宣传，让消费者
误以为这些普通食品具有特色保
健功效。

如果主播夸大普通食品的功
效，让消费者误以为是保健品而
购买是否涉嫌违法？

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法学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
长陈音江。陈音江直言，主播此
类行为涉嫌违反多条法律。

“如果主播夸大普通食品功
效，让消费者误以为是保健品，这
种情况涉嫌虚假宣传、侵犯消费
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陈音江
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
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
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
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此外，
反不正当竞争法也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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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主播在销售时有夸大普
通食品功效或宣称保健品可治
疗疾病等不当行为，应该承担什
么责任呢？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礼杰说，根据广告法规定，如
果主播在销售保健品时存在上
述不当行为，主播或主播所在公
司作为广告经营者，将面临由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直播广告
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
倍以下的罚款的行政处罚，情节
严重的，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
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
以由有关部门暂停广告发布业
务、吊销营业执照。

杜乐其补充道，主播若存在
上述不当行为也可能涉及侵犯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民事责任风
险。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法律规定，商家如果欺骗、误导
消费者，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与直
播网络购物合同约定不一致，侵
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则应当
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退
款、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若主
播在直播过程中对产品或服务
作出承诺，也应在承诺的范围内
与商家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记者发现，近年来，人们的
养生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青睐保健品。那么，消费
者在购买保健品时应该注意什
么呢？

赵礼杰建议：首先，消费者
在购买保健品时，应当摆正心
态，清醒地认识到保健品是食
品，不是药品，如果是希望治疗
疾病，应当谨遵医嘱；其次，在选
购保健食品时，要认清认准产品
包装上的保健食品“蓝帽子”标
志和注册号/备案号，根据保健
食品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不
适宜人群等信息科学选择，不要
盲目相信主播或者线下销售人
员的推荐和介绍；第三，要到合
法正规的线下门店或线上官方
旗舰店购买，注意查看其食品经
营许可证，并索要发票或销售
凭据。

赵礼杰认为，整治直播带货
保健品乱象，进一步营造良好的
直播带货环境，除了需要平台、
主播、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外，消
费者也应理性购物，在下单前对
平台及商品等内容做好必要的
研究和甄别，不要轻信平台和主
播的介绍和推广，不要盲目下
单。 本报综合

● 获得相应资质的主播
在宣传介绍保健品时，应该真
实、准确地介绍保健品的有关
信息，不能宣传含有表示功效、
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的内
容，不能宣传具有涉及疾病预
防、治疗功能的内容，也不能与
药品或其他保健食品进行比较
等内容。此外，还应当提示保
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

● 夸大、神化普通产
品功效让观众误以为是保
健品的直播不在少数，有的
主播在宣传保健食品时暗
示其具有治疗功效。有买
家听信主播宣传，买回来食
用后发现不仅没有效果，反
而耽误了治疗时间

● 对于销售保健品的
商家，平台要严格审核其是否
具备相应资质，如果发现存在
虚假夸大宣传行为的，要及时
采取停播下架等措施；监管部
门需加大日常监管力度，严厉
查处保健品虚假夸大宣传等
违法违规问题，情节恶劣的要
公开曝光，并依法列入个人诚
信记录，加强失信联合惩戒

夸大普通食品功效
混淆视听欺骗买家

肆意销售保健食品
暗示具备治疗功效

加大资质审核力度
加强失信联合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