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1 月 20 日
星期二
编辑：许静王磊 |美编：周春旭 |责校：李传富 A07健康

从网上买减肥药实在不靠谱
来，这些“套路”了解下！

“酸碱体质”骗局在美被戳穿
中国提出者梁双林还在“据理力争”？

号称“纯植物”的减肥胶囊实际“违禁”，从原料引进到产品卖出全程无追溯，散装胶囊进货后卖家自己打码生产日期，仅一家网店就能卖出上百万元、销售遍布多个省份……
“双 11”刚刚结束，随着人们对网络购物的依赖，越来越多的产品上网销售，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定风险。记者从司法机关了解到，近年来，一些有毒有害食品和假药在网络上通

过种种方式“隐身”售卖，而其中违禁化学成分添加严重更可能危及消费者生命安全，消费者网购需多加小心，有关部门也应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

“纯中药” 实则添加违禁
西药

从生完孩子有点胖、 自己
网购减肥药的年轻妈妈， 杜莹
一步步成为自行包装假药的某
中药养生堂网店店主， 最终因
生产、 销售假药罪被北京市东
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
年、罚金240万元。 凭借绕开敏
感关键词等手段，杜莹的“中药
减肥胶囊”销售金额共计100余
万元。

“我卖过两种减肥药，网上
的商品名分别叫‘加强版老客
户专拍’ 和‘特效老客户专拍
198’，商品照片没有放到网上，
也没有直接写是减肥药， 因为
知道这种药品是三无产品，而
且电商平台也不让用‘中药’等
字眼描述商品。 ”杜莹说，自己
通过购买减肥药的商家认识了
同城的代理薇薇， 后来就陆续
从薇薇处进货散装减肥药，用
网购的空药瓶和标签进行包
装，再通过微信朋友圈宣传，为
网店“引流”。

案件的证人郭女士曾两次
在杜莹的网店购买减肥胶囊。
郭女士说：“看到店铺介绍是纯
中药成分，服用安全，并且网上
买家口碑较好，就购买了。 吃过

后开始确实瘦了， 但后来再服
用就不管用了。 ”

根据鉴定机构的检测报
告，杜莹店里的“中药减肥胶囊
（特效型）”“纯中药减肥胶囊
（加强升级版）” 中含有西布曲
明、 酚酞等国家禁止在保健食
品中添加的化学成分。

揭秘非法保健食品产业链
杜莹的案例并非个案。 记

者从北京市检察机关获悉，近
年来已办理多起利用网络直播
平台、微信朋友圈、网络店铺等
生产销售假药和有毒有害食品
的案件。 犯罪分子在家中用一
部手机、一台电脑就能开张，让
来源不明的保健食品通过网络
平台“隐身”销售。

———“隐身”售卖，圈子营
销。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吕永浩说：“有的店
主通过微信宣传后引导顾客到
电商平台下单， 为规避平台审
查将商品化名‘特效胶囊’‘老
顾客专拍’等，让圈子里的顾客
一看就懂。 有的‘主播’通过网
络直播平台推销‘纯中药减肥
胶囊’， 进货价100元的产品经
过层层倒手后以1900元卖给消
费者， 借助粉丝经济对非法产
品进行包装， 辐射人群数量呈

几何式增长。 ”
———日期自己打，来源难追

溯。据因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被判
刑的罗建平供述：“我们自行把胶
囊板装盒后售卖， 卖出去的时候
再打上年月，实际生产日期我也
不清楚。 有些顾客反映吃了之后
肚子不舒服、口干、不想吃饭，我
就想减肥胶囊可能有问题，问供
货的人说也是找别人做的。 ”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孙兵说， 一些不法商贩
通过网络联系、快递发货，产品
源头很难追溯。 据执法人员查
询， 罗建平店内多款产品上印
制的批准文号在相关管理部门
网站上均“查无此产品”。

———违禁化学成分危害
大。 记者发现，一些非法保健品
热衷披上“纯中药”“纯植物”的
外衣，在产品名称中加入“水果
配方”“苦瓜提取”等词汇，有的
将违禁的“核心原料”与当归粉
等原料混合，增加“中药味”。 非
法减肥产品中添加的西布曲明
可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酚酞
是处方药， 使用过量可引起电
解质紊乱、 心律失常等严重后
果。 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案例中
一些消费者食用后发生了头
晕、厌食、腹泻等不良反应，重
者呼吸困难后送医院抢救。

食药安全网如何织密？
业内人士透露， 非法生产

者靠一两个人在家就可以手工
灌装胶囊， 销售也是通过网上
进行，全程和消费者不见面，即
使有群众举报， 执法者单靠电
话、网址等线索也难以找到人，
隐蔽性强，查处难度较大。

据了解，阿里巴巴等网络平
台近年来已与一些地方的公安、
食药监、工商等部门开展合作，利
用大数据等方式发现并及时向执
法部门移交假货的问题线索。

“北京市食品药品稽查部
门已于近年成立网监大队，加
强对网络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的
打击力度。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一些网店开店门槛

较低， 建议进一步从保健食品
网络销售流通环节完善相关规
范。 ”孙兵说，公众也应理解“保
健品不能替代药物” 等基本原
则，树立理性消费观念。

丰台法院对通过网络销售
有毒、 有害食品的罗建平及其
妻子进行刑事判决后， 北京市
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提起了北
京首例消费领域的民事公益诉
讼，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已于近日做出判决。

“因本案侵权行为受到损
害的消费者， 可以直接依据民
事公益诉讼的判决向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 减轻私益诉讼中消
费者的举证责任和维权成本。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民
事检察部主任刘晨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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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体质有酸碱之分，酸
性体质会导致各种疾病， 甚至
诱发癌症。 纠正偏酸的体质，就
能治愈疾病、维持健康。 ”;这套
理论， 相信您肯定或多或少听
说过。

但是，11 月 2 日， 美国的
“人体酸碱体质理论”之父罗伯
特·欧·杨被美国法庭判处赔偿
1.05 亿美元，并当庭承认“酸碱
体质理论”是个骗局。

这套理论在美国被“打脸”
之后， 号称最早在国内推行这
套理论的双林海洋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董事长梁双林， 迅速被
推上风口浪尖。 既然“酸碱体
质”在美国被罚款，我们又该如
何看待国内的“酸碱体质”理论
呢？ 记者就采访了梁双林和相
关领域专家， 梁双林坚称自己
的理论有依据，但专家认为，这
种理论，经不起推敲。 来听听他
们怎么说。

梁双林 >>
我按照教科书的案例来
理解酸碱平衡

在双林海洋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的官方网站上写道： 梁双
林， 多篇论文在国内外重要刊
物上发表，是我国“人体健康与
酸碱平衡”理论的首位倡导者，
明确提出： 酸性体质健康新杀
手，酸性体质百病之源，极力呼
吁预防酸性体质。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梁双

林多次向记者强调， 美国的罗
伯特·欧·杨是因为非法行医，
尝试用苏打水治疗癌症才被美
国法院判处罚金的，他自己，并
没有声称该理论可以治病，卖
的产品也是经过国家批准的

“保健品”， 自己的理论也是有
依据的。

梁双林在采访中表示：“我
个人认为法院是法律的权威，
不是科学的权威， 有的法院只
会判决欧·杨有没有罪，而不会
判决这个理论有没有错。 因为
我也不认识这个人， 我们是有
这个理论依据的。 理论依据主
要来源于中国和美国的教科
书。 ”

梁双林认为， 自己只是向
公众提出这一理论， 理论依据
是来源于《医用生物化学》中，
有关人体血液为弱碱性、 人体
酸碱平衡调节机理的论述。

梁双林告诉记者：“我想我
按照教科书的案例来理解酸碱
平衡，这有没有错？ 我认为，没
有错，这是理解方面的问题。 很
多医生碰到高血脂、高血压、高
体重、高尿酸的患者，医生肯定
会建议说，高蛋白、高脂肪的东
西少吃，这些是什么呢？ 就是酸
性物质。 这是书上讲的，不是我
讲的。 ”

但是记者发现， 双林制药
的主要产品为“第六元素”也就
是几丁聚糖，又名“甲壳（qiao）
素”， 从甲壳类动物外壳中提

取。 保健功能中，也并没有“酸
碱平衡”的字样。 这样的产品，
对人体所谓的“酸碱平衡”能有
什么帮助呢？ 它是否得到了临
床方面的实验？

梁双林说：“第六元素”是
经过批准的保健食品， 并非药
品，所以也没有经过临床试验，
但是按照他对理论的理解，可
以通过调节血脂， 来达到酸碱
平衡：“因为我们的血脂高啊、
高脂肪啊， 是和酸性物质太多
有关系嘛， 我们有这个调节功
能，因为它有碱性物质，那么碱
性物质为什么有调节功能呢？
我想， 这个物质对我们人体的
血脂有调节作用， 它为什么有
调节作用？ 我认为，它对我们维
护酸碱平衡有很大的作用。 ”
双林公司： 产品得到南京大学
医药生物技术实验室研究。

研究人员 >>
没有以实验室名义为任
何公司和产品做过鉴定

双林公司在官网强调，他
们的产品， 是得到了国家重点
实验室—南京大学医药生物技
术实验室的研究， 在实验报告
中， 详细论述了产品可以调节
细胞酸碱平衡。 该实验的具体
研究人员为张俊峰。

但是张俊峰对媒体回应
称：“在研究壳聚糖时， 确实做
过酸碱对细胞影响的实验，国
内外做这类实验的很多， 但这

仅仅是科学研究， 并没有在动
物及人身上做过实验， 和现在
讨论的人体酸碱理论是两回
事， 而且这个研究后来也没有
发表论文， 实验室的所有学术
成果以论文为主。 而且查阅相
关记录， 没有以实验室名义为
任何公司和产品做过鉴定。 ”

另外，通过知网查询，记者
发现梁双林作为论文作者，只
联合他人在 1989 年发表过《稀
土甲壳素饵料粘合剂》 这一篇
论文， 在 2005 年的学术会议
上， 发表过关于几丁聚糖的抗
疲劳功能研究的演讲， 此外再
无其他文献。 在美国著名的生
物医药类文献搜索库 PubMed
中， 也并没有找到作者为梁双
林的任何文献。

北京市营养学会理事 >>
“酸碱体质” 理论看似有
道理，实则经不起推敲

对于 “酸碱体质源于教科
书”，“高血压、高血脂是由于酸
性体质导致”，所以“第六元素”
可以帮助使用者调节人体酸碱
等观点， 北京市营养学会理事
顾中一认为， 几丁聚糖相当于
一种膳食纤维， 的确有一定的
保健作用， 但酸碱体质的提出
非常模糊，难以论证，作为理论
的倡导者， 应该拿出详尽的科
学依据来。

顾中一表示：“我们想证明
一个东西不存在是非常难的，

所以我们一般本着的一个基本
的逻辑是谁主张谁举证， 你说
你有这个效果， 应该是由你来
拿出证据证明， 碱性体质这个
假说其实非常的简单， 等于把
各种疾病， 把你的各种生活状
态通通归结在体质上， 还很简
单的就是一个酸和碱这么一个
两分法。 所以它是解释不了我
们现在非常多的具体的现象和
具体的疾病的。 ”

顾中一告诉记者， 教科书
上关于酸碱的内容，被“酸碱体
质”倡导者利用后，将肿瘤与人
体产生酸性物质之间的因果关
系颠倒了。 并不是酸性物质导
致肿瘤， 而是肿瘤会产生酸性
物质。 另外人体体内的酸碱值，
基本上是恒定的， 将人患病的
原因简单归因于“酸碱不平
衡”，明显不科学。

顾中一介绍：“不同的部
位，酸碱是不一样的，比如像胃
酸，本身就一点几的强酸，这是
不同地方都不一样。 再有一个
核心的是按照酸性体质学说的
说法，是说你身体成酸性了，所
以导致了你得肿瘤， 导致了你
得那些代谢性的疾病。 但其实
不是这样的， 它因果关系是相
反的。 是因为你整体的代谢出
了问题，你的尿酸太高了，高了
之后会有一系列的症状， 而不
是说因为你酸性食物吃多了导
致的后面这些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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