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用植物油是以食用植物
油料或植物原油为原料制成的
食用油脂。生活中常见的如大
豆油、菜籽油、花生油、芝麻油、
食用植物调和油等。为帮助消
费者科学选购、食用和贮存预包
装食用植物油，本期教你怎样正
确选择。

产品标签应仔细阅读

我国对预包装食用植物油
的标签有严格规定。在选购时，
可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看名称
单一品种食用植物油，应使

用该种食用植物油的规范名称，
不得掺有其他品种油脂。如花
生油，就是以花生为油料生产的
植物油，菜籽油就是以菜籽为油
料生产的植物油。

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食用
植物油调配制成的食用油脂，产
品名称应统一标注为“食用植物
调和油”。调和油不能以其中某
成分来命名，如“橄榄调和油”、
“亚麻籽调和油”就不正确，还应
在标签上注明各种食用植物油
的比例。

此外，转基因食用植物油应
当按照规定，在标签、说明书上
进行明显、醒目的标示。对我国
未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且未
批准在国内商业化种植，市场上
并不存在该种转基因作物及其
加工品的，食用植物油标签、说
明书不得标注“非转基因”字样。

看配料表
配料表在标签中以“配料”

或“配料表”为引导词，并标明各
种配料。

如单一品种“花生油”产品，
在其配料表中标出“花生油”。
再如“食用植物调和油”产品，在

配料表或邻近部位会标示该产
品使用的各种食用植物油的比
例。食用植物调和油通常有以
下几种标示方法：大豆油、玉米
油、菜籽油添加比例为5:3:2；大
豆油（50g/100g）、玉米油（30g/
100g）、菜籽油（20g/100g）；大豆
油（50%）、玉米油（30%）、菜籽油
（20%）。以上三种标示均说明该
产品是由大豆油、玉米油和菜籽
油按5:3:2的比例调制而成，即每
100mL产品含 50mL大豆油、
30mL玉米油和20mL菜籽油。

看营养成分表
我国规定必须在营养成分

表中标识的内容有能量、蛋白
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
量 值 及 其 占 营 养 素 参 考 值
（NRV）的百分比。

若对除上述内容之外的其
他营养成分进行营养声称或营
养成分功能声称时，应标示出
该营养成分的含量及其占营养
素参考值的百分比；若使用了
营养强化剂，应标示强化后油
品中该营养成分的含量值及其
占营养素参考值的百分比。若
生产过程中使用氢化或部分氢
化油脂，应标示出反式脂肪
（酸）的含量。

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和
贮存条件

保质期是食用植物油在标签
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产品品质
的期限。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
条件三者关系密切。建议选择生
产日期距购买时间较近、处于保
质期内的产品，并关注产品所要
求的贮存条件。

看其他信息
1.净含量。可以用于估计在

保质期内能否吃完，或比较食用
植物油的性价比。

2.生产者和经销者信息。包
括生产者和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
联系方式等。根据生产者实际情
况，还可能包括委托单位、受委托
单位的名称和地址等信息；进口食
用植物油一般不会标示生产者的
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而会标示
原产国国名或地区名，以及在中国
依法登记注册的代理商、进口商或
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3.产品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编
号、产品标准代号。

4.生产商可自愿选择标注的内
容。对于食用植物调和油，有些生
产商在标签中标示其中大于2%脂
肪酸组成的名称和含量。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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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源于美国的“Di-
etary Supplement”，也就是“膳
食补充剂”或“健康辅助食品”的
意思。如果直译，“supplement”
则是添加或是补充的意思，特别
是补充不足或补足欠缺的含
义。由此可知，“Dietary Sup-
plement”常有补足日常膳食摄
入不足的营养物质之意。

什么是保健食品？

2005年我国在施行《保健食
品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中将保
健食品定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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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健食品与食品、药品
的区别是什么

保健食品
是具有特定功效的食品。
保健食品一般有规定的食

用量及特定的食用范围。可以
声称具有调节机体功能、预防某
些特定疾病的发生或能够改善
体质的作用，但不以治疗疾病为
目的。仅通过口服使用，并且对
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
者慢性危害。

食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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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的应用目的
是为人们提供能量和营养成分，
不强调特定的功能，没有服用量
的要求，无特定的食用范围。

药品
是针对某种症状或病症，作

为治疗疾病用的化学制品。
利用天然或化学合成原料，

且必须经过法定的临床实验与
分析研究，采用严格的工业化程
序制成，一般来说并不适合长期
或大量服用，甚至存在各种药物
的不良反应。此外，保健食品仅
口服使用，而药品可以注射、涂
抹等方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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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健食品与食品之间
是什么关系

食品是人体每天必需的物
质，食物最基本的功能是构成
人体基本组织，供给人体活动
所需热量，以及补给机体内营
养物质。此外，食物通过其特
有的味道、口感，还让人们享受
到美食的乐趣。食物中含有的
营养成分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功
能，因此还担当着“调节机体状
态”的角色。

随着现代营养学对食物成
分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逐渐搞
清楚了食物中何种成分具有何
种作用，并可将某种成分应用到
保健食品的研制开发中。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保健食品、食品、药品之间的区别在哪

记者从深圳海关获悉，该
关近日在深圳皇岗口岸查获
30余名旅客利用背包违规携
带象拔蚌355.51千克入境。
海关提醒广大民众，切勿非法
携带海鲜入境，日常食用海鲜
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并请特
别关注产品的中文标签。

1月12日零点至3点间，
深圳海关在皇岗口岸入境大
厅陆续发现一些形迹可疑、试
图逃避X光机查验的旅客，现
场关员随即对这些旅客的背
包进行开包查验。经过查验，
关员发现这些旅客的背包里
装有一袋袋用塑胶袋装着的
象拔蚌，这些象拔蚌包装简
陋，且无来源地、生产日期及
标识，属“三无”产品。在将近
3个小时中，现场关员陆续从

30余名旅客行李中查获象拔
蚌共 33批，总计 355.51千
克。目前，海关已依法对上述
物品作销毁处理。

据现场关员介绍，象拔蚌
属于水生动物产品，为国家禁
止携带入境物，且该批“三无”
象拔蚌的包装简陋，卫生安全
隐患较大。携带“三无”海鲜
通关，不仅影响口岸正常的通
关秩序，更破坏市场秩序，威
胁民众身体健康。

海关提醒广大民众，切
勿非法携带海鲜入境，日常
食用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并请特别关注产品是否有中
文标签，是否记载食品的原
产地及境内代理商的姓名、
地址、电话等。

（人民网）

海关提醒：
切勿非法携带海鲜入境

丰台工商与志愿
服务团体进行座谈

本报讯 石泰峤 为进一
步扩大放心消费创建活动的
知晓度和群众参与度，强化
人民群众消费维权自我保护
意识，持续推动放心消费创
建活动取得实效，丰台工商
分局消保科日前联合右安门
工商所走进丰台区右安门窦
珍志愿服务联合会，围绕开
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和党建
共建进行座谈，并宣传普及
消费维权常识。

座谈中，消保科科长李斌
向联合会赠送了放心消费创
建的宣传品，介绍了2018年
丰台区创建放心消费环境所
做的主要工作及取得的成效，
围绕2019年持续开展这项工

作向联合会征求了意见建议，
双方就如何发挥各自资源优
势，开展好创建辖区放心消费
环境和党建共建进行了讨论，
并就建立资源共享、信息互通
机制等达成了共识。

下一步，丰台工商分局将
不断凝聚多方社会力量，利用
联合会志愿者人数多、覆盖面
广的优势，通过志愿者投放宣
传材料、开展社区消费教育活
动和现场主题宣传活动等方
式，逐步构建面向社区基层的
放心消费宣传教育网络和消
费维权基层治理体系，推动消
费者满意度显著提升，共同为
创建丰台区放心消费环境作
出应有的贡献。

选购选购、、食用和贮存预包装食用油关键要食用和贮存预包装食用油关键要““五看五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