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健食品必须标注“不
是药物”等警示用语，于常识
是一次回归。保健食品不是
药物，更不是“万能神药”，
不能代替药物进行疾病治
疗，应是一个常识。常识之
所以还要一再重申，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受到了人为干
扰。个别保健食品企业惯用
虚假宣传，故意神化保健食
品的治疗功效——有的声称
在短期内就有明显“疗效”，
甚至还能让痼疾“消失”；有
的 宣 传“ 不 是 药 ，胜 似
药”——不断颠覆“保健食品
不是药物”这一常识。强大
宣传攻势之下，许多人对保
健食品的认知也就出现了偏
差。今天回归常识，颇富现
实关怀。

标注“保健食品不是药
物”，于企业是一种警示。标
注警示用语，并不是要全盘
否定保健食品或限制行业发
展，而是要展现企业对产品
真实信息的自我声明，体现
企业对主体责任的自我承
诺，从而强化保健食品行业
的诚信自律意识。在保健食
品包装盒上标注了“不是药
物”之类的警示用语后，企业

还好意思标明“疗效”吗？
重申“不能代替药物治

疗”，于公众是一场科普。一
个巴掌拍不响，保健食品能
够在市场上呼风唤雨、攻城
略地，与一些消费者主动迎
合分不开。出于对健康的需
要，有些老年人对保健食品
的功效深信不疑，不时上当
受骗。可见，通过标注警示
用语的方式对公众进行科普
很有必要。坚信“保健食品
不是药物”的人多一些，虚假
宣传的成功率就会低一些。

编制详细指南，发布行
政命令，于监管是一个手
段。一些保健食品企业不守
规矩，导致问题频发，公众意
见很大，监管部门也是伤透
了脑筋，出台了很多措施、用
过不少办法。强制标注警示
用语是治理工具箱里的一件
新“工具”，值得一试。

正面效用说了这么多，
要说对新规还有什么疑虑，
恐怕还在执行上。服用同
一味药，不同人有不同反
应，规范措施亦一样。标注
警示用语对有良知、能自律
的企业有用，而对惯于钻空
子、走旁门左道者则无效。

特别是对那些靠夸大功效、
虚假宣传为生的保健食品
企业来说，“变通”并不是一
件特别困难的事。他们可
以标注“保健食品不是药
物”，也承认“不能代替药物
治疗疾病”，但宣传对某种
疾病有帮助、对某种状态有
改善，或者更模糊地说“对
身体好”，总可以吧？更何
况，有些企业根本就是“打
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三无
企业”、山寨厂，包装盒上等
各种信息都是假的，你还指
望他们标注警示用语么？
其实，无论是《广告法》，还
是《保健（功能）食品通用标
准》都对保健食品与药物的
区别有明确的说法，问题更
多出现在执行环节。

出台规范只是迈出第一
步，确保规范措施不折不扣
落到地面，方见真功夫。新
规实施之后，那些违反规定、
不标注警示用语的保健食品
企业该如何处理？线下渠道
容易监控，线上销售咋管？
既然明确“保健食品不是药
物”，那么药店还能不能销售
保健食品？种种难题，有待
在执行中得到破解。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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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程度高，科学素质
就高吗？据《光明日报》近日报
道，整体来看，具备科学素质公
民的比例随着受教育程度明显
提升，但部分知识分子甚至是
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同样存在
具备科学素质比例不高的情
况，科学普及依然任重道远。

术业有专攻，高级知识分
子有专长，并不等于他们是“百
晓生”，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擅
长，在一些领域犯低级错误，实
属正常。比如报道中提及的一
个案例，重庆市渝北区中医学会
理事长刘某透露，以大学教授身
份退休的父亲，前不久花5000多
元从地摊上买回了一大堆“包
治百病”的“保健品”。严格意
义上说，高学历的人不等于科
学素质高，而低学历的人也不
等于就完全不具备科学素质。

给某个群体轻易贴上标签，是
不客观的，也是有风险的。

不争的事实是，无论什么
群体，只要科学素质低，就应该
补上一课。如果明明存在科学
常识缺陷，或者在科学素质方
面有巨大盲区，还自我感觉良
好，乃至对“歪理邪说”深信不
疑，就必然摔跟头、吃苦头。多
年来，一些伪科学理论“收割”
了一批又一批执迷不悟者，重
要原因就是这些人缺乏基本常
识。比如，日前媒体报道，山东
菏泽某小区业主以健康受到威
胁为由，阻挠通信基站建设。
无奈之下，铁塔公司及运营商
暂时放弃对该小区进行网络信
号覆盖，结果是，该小区业主无
法接打电话、无法收发短信，甚
至无法拨通 110、120、119。业
主担忧健康受损，或属人之常

情，但究其因，与不具备相应的
科学素养有关，早就有专业人
士说过，根本没必要对通信基
站畏之如虎，比如中国工程院
院士邬贺铨指出，通信基站的
电磁辐射，甚至不敌电吹风、路
由器等家用电器。

为此，必须普及科学常
识。“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
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
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
的位置”，从普及科学知识，到
弘扬科学精神；从传播科学思
想，到倡导科学方法，在全社会
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
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不仅能
够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
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
分涌流，更能让普通民众不再
是“科技盲”。

其实，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需要提升的不只是科技方面的
素养，还包括医学等方面的素
养。比如，一些观点似是而非，
却颇有市场。有业内人士表示，
鱼刺卡喉可通过喝醋软化鱼刺、
人有酸性和碱性体质、红酒可以
软化血管、红糖可以补血、骨头
汤可以补钙等说法都没有根据，
存在极大误导。故此，我们的
专业人士应该主动承担纠正错
谬、普及常识的责任。

普及常识从来都不是简单
的事，就目前而言，应从两方面
着手。一是提高普及精准度，
而不是拉几条横幅、发几本册
子就算完事，应该问一问民众
有没有掌握相应的常识。二是
全方位普及，而不是只普及某
一领域的常识，一些地方的做
法值得奖赏——针对一些群众
包括中老年知识分子不会用新

科技、在医疗保健方面容易上
当受骗、防灾减灾知识和能力
欠缺等现实状况，编写发放《高
新技术知多少》《健康真相知多
少》《应急避险知多少》等科普
读物并举办相关科普培训班。

据统计，2018年我国具备
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8.47%，
距离“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超
过 10%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在不同地
区、城乡之间，不同性别和年龄
段都有明显差别。一定程度上
说，这与脱贫有某种相似性，改
变科学贫困的状态，既需要输
血，也需要造血，只要每个人都
尽力补齐知识短板，主动接纳
常识，再辅以职能部门的常识
普及，那么具备科学素质的公
民比例会越来越高，缺乏科学
常识的人会越来越少。

□ 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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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长江日报》报道，
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副
教授李健实验室团队与植物肉品
牌合作研发的中国第一代“人造
肉”产品预计9月面市。即将推
出的“植物人造肉月饼”仿制老上
海鲜肉月饼，已邀请很多老上海
市民进行对比测试，大多数品尝
者分辨不出二者区别，而其主要
原材料来自于大豆蛋白和碗豆蛋
白。除了口味与真肉接近，“零胆
固醇”也成为另一卖点。

人造肉作为商业风口，已被
炒作很长一段时间，利用公众对
“人造肉”的好奇心，资本市场也
确实火了一把。在此大背景下，
国内相关机构和组织乘势而上，
借势而为，也在理情之中。中国
第一代“人造肉”的呼之欲出，给
持续升温的“人造肉”概念又加了
一把火，成为新的关注热点和消
费卖点。

公众印象中的“人造肉”，更
具有“种肉”的属性，就像神奇的
魔法那样，拿出一小块肉“种下”
后，利用培植液或催长素等辅助
品，在短期内实现大量的复制。
专业上讲，利用动物干细胞为母
本培养和生产并不困难，且已付
诸实践和生产。荷兰马斯特里赫
特大学的马克?波斯特研究团队
研发的人造牛肉，其法是从活牛
身上提取干细胞，然后把干细胞
放进有营养液的器皿中培育出肌
肉组织，最后形成肌肉纤维。

时下流行的“人造肉”概念，
其实是具有真肉口味的豆制品，
它的主要成分是植物蛋白，加入
了植物油和其他一些助剂，经过
加热和挤压而获得类似于肉的质
感，通过调味成分去模拟肉的味

道。这跟传统的把猪肉做成牛肉
的味道，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
在大量添加剂的辅助下，“鱼香肉
丝”可以有鱼的香味，也有肉丝的
样子，却没有真正的鱼，也没有一
丝肉的影子，照样能满足人的口
腹之欲。

“人造肉”所追求的，是在提
供原汁原味的“味道”后，颠覆食
物的成因构成，实现最大面积的
替代。为了让此种方式获得真正
的情感接受与价值认同，研究者
为其赋予了可持续发展和健康环
保两种内涵。一是随着人口的井
喷式增长，及至到地球100亿人
口之际，动物肉的供给能力已难
以满足，只能实现更为简单高效
的植物肉替代；二是生产动物肉
带来的环境压力更大，污染也更
为严重，同时过高的脂肪摄入并
不利于身体健康，“没有胆固醇”
的卖点也足够诱人。

“人造肉”汹涌而来之际，公
共利益与消费权利则更值得正
视。其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不能忽视食品安全这个最关
键的要素。无论采取何种工艺，
什么原料生产的食品，都必须坚
持“安全第一”这个最基本的原
则。所使用的原料，添加的辅助
剂和采用的生产工艺，都必须保
证其安全有效性。二是不能借用
概念进行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
形成市场欺诈行为。时下，借助
于“绿色养生”的概念，假肉比真
肉还贵，这种现象既不正常也难
以持续。除了消费者保持足够的
理智与清醒，监管部门同样需要
不被乱花所迷，保持韧性与定力，
让“人造肉”归于真实与本真，成
为消费者多元化的选项之一。

明年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警示用语
区应当位于最小销售包装包装物（容器）的主要展示版面，所占面积
不应小于其所在面的20%，使用黑体字印刷。为指导保健食品警示
用语标注，使消费者更易于区分保健食品与普通食品、药品，引导消
费者理性消费，市场监管总局组织编制的《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
南》日前正式发布，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

让“保健食品不是药物”家喻户晓
□ 练洪洋

“人造肉”商业概念
游戏下的权利更重要
□ 唐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