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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发布选购保健食品消费提示的通知

各区食安办，市食安委各有关成员单位：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追求科学健康的生活

方式逐渐成为趋势，保健食品也受到中老年消费者的青

睐。如何正确选购与食用保健食品？海口市食品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现发布选购保健食品消费提示。

市食品安全办将在市内主流媒体进行宣传，请各单位

也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手机短信等方式进行宣传，让

食品安全常识深入到千家万户。

附件：选购保健食品消费提示

海口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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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选购保健食品消费提示

近期，节日市场迎来消费高峰，走亲访友带点伴手礼

常常离不开保健食品。那你们知道什么是保健食品，如何远

离保健食品虚假夸大宣传的套路，正确选购保健食品吗？

一、什么是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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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可分成营养素补充

剂与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两大类。

二、谨防保健食品消费欺诈“新套路”

套路一、假借科普，实则推销。利用“最高技术成果转

化”“最新科学研究表明”“研发团队艰苦攻关”“国外权

威数据显示”等“伪科普”内容，大肆宣传“栓清酶”“牛

初乳”“氨糖”“硒”“小分子蛋白肽”等新概念，声称相

关产品具有“溶解血栓”“调节血脂”“逆转衰老”“消除

疲劳”“降血糖”“抗菌”“防治飞蚊症”等多重功效。

消费提示：热点概念要警惕，理性消费莫冲动。

套路二、直播带货，吹嘘功效。网络达人、主播通过电

商平台直播营销带货时，在无法提供证明材料情况下，使用

“排毒养颜”“调理肠胃”“提高免疫力”“缓解皮肤老化”

等表述，对“鱼油”“胶原蛋白肽精华粉”等产品性能作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从而直击 90 后以及“Z 世代”消费

群体的“养生焦虑”。



套路三、“微商”产品，质量难保。利用微信、贴吧、

小红书等网络社交平台发布信息，推介售卖“减肥咖啡”“溶

脂奶片”“天江战狼”“纤盈复合植物压片果糖”等减肥、

壮阳类产品。然后通过快递物流形式将产品邮寄到购买者手

上，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多地。实际上，这些产品大多来源繁

杂，有的甚至是非法添加西布曲明、他达拉非等成分的“三

无”产品。

套路四、冒牌专家，夸大病情。虚构“课题组首席专家”

“中国名医专家协会会员”“国际顶尖医学博士”等头衔身

份开展体检义诊。针对消费者的病情“量身定做”营销方案，

编造身患“癌症”等疾病概率以及其他身体问题，制造高度

紧张的恐慌气氛，随后给老人灌输其推销的产品对“癌症”

等疾病有预防和治疗效果，从而达到“欺诈消费”、趁火打

劫的目的。

套路五、藏身小店，隐蔽销售。在百货商行、艾灸馆、

养生馆、夫妻用品店、计生用品店等相对隐蔽场所，对外销

售“百草康风茶”“第十五代蚁力神”“炮王”“绝对男人”

“虎虎生威胶囊”等声称调理痛风、壮阳、提高免疫力的“保

健食品”。经技术机构检验，这些产品中大多检出了醋酸泼

尼松、西地那非、他达拉非等成分。有的商家所售产品甚至

是从走街串巷推销、不留联系方式、只用现金交易的供货人

员处购入。

三、消费者应如何正确选购保健食品呢？

一看销售场所资质。到证照齐全的正规场所购买保健食

品，特别要注意有没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

销售备案号），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中有没有保健食品，保



健食品是否在“保健食品销售专区”陈列出售，购买后索要

发票或销售凭据。网上购买时要选择资质齐全、信誉度高的

自营、专卖等店铺，并保留好交易记录和相关凭证。

二查外包装和说明书。选购产品时，要仔细查看外包装

标签标识产品相关信息，认准保健食品“小蓝帽”标识，做

到“四不”。即不要购买无生产者名称、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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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的

产品；不要购买标签或说明书中提及可以预防疾病、有治疗

作用的产品；不要购买标签上没有产品注册或备案信息，但

声称是保健食品的产品。同时，还可以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官方网站（https://www.samr.gov.cn/）查询核实保健食品的注

册或备案信息，产品标签没有标注产品注册号/备案号的或者

网上查询不到相关信息的，均不要购买。

三辨广告和宣传内容。科学理性看待保健食品的广告和

宣传，凡声称有疾病预防、治疗作用的，一律不要购买；保

健食品广告中未声明“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

疗疾病”的，一律不要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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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试用等活动。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消费者在

选购和食用保健食品时，要依据其功能有针对性地选择，按

照标签说明书的要求食用，切忌盲目食用。如发现有虚假宣

传食品和保健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可拨打 12345

投诉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