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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文雄要求查明事件原因

小林制药深陷“红曲风波”4人死亡

公司被下达行政处分决定
召回全部含红曲成分保健品

根据小林制药28日发布的通告，
该公司 27 日收到这两名死者的亲属
发来的消息，他们生前都曾服用小林
制药生产的红曲胆固醇颗粒。一名消
费者死亡时伴有肾脏疾病症状，另一
人从 2021 年开始服用红曲胆固醇颗
粒。小林制药未公布两名死者的年
龄、性别等个人信息。

根据这份通告，小林制药公司总部
所在的大阪市依据本国《食品卫生法》，
于27日向该公司下达行政处分决定，对
小林制药此前自主召回的全部3款含红
曲成分的保健品发布回收命令。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8日表示，在
查明事件原因的基础上，政府将探讨
有必要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这样的
事）再次发生。

日本厚生劳动省 26 日要求大阪
市健康局依据本国《食品卫生法》对小
林制药的上述3款产品采取废弃等措

施。大阪市下一步将发布废弃命令。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武见敬三在

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从最早的健
康问题报告到小林制药宣布召回产品
间隔两个多月时间，在此期间该公司
并未向政府提供相关信息。

据小林制药公司本月22日通告，
因有消费者服用该公司含红曲成分保
健品后出现肾脏疾病等健康问题，决
定紧急召回小林制药生产的3款含红
曲成分保健品。该公司称，出问题的
原因可能是产品混入此前“意想不到”
的来自霉菌的成分，但尚未弄清该成
分究竟是什么。

小林制药出产的红曲原料除用于
自家生产保健品外，还出售给其他公
司，用于酿酒及食品制造等。目前使
用小林制药产红曲原料的食品和调料
召回范围，已扩大至日本全国。由于
从小林制药采购红曲原料的 52 家企
业中有一些是批发商，所以实际使用
这些原料的企业可能更多。

据新华社电

知名药企对3款产品进行召
回。这也再一次警示消费者切勿
迷信海外“网红神药”，注意海淘
保健品或药品的安全风险。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养生，相关保健品和药品市场不
断壮大。与此同时，在部分电商
平台、网络红人和熟人朋友的宣
传“种草”下，一些消费者觉得国
外食品药品监管体系更严密，对
海淘的保健品、药品更信赖。

但自行购买使用海外产品的
安全风险并不小。无论是保健品
还是药品，对存储、运输和保存条
件都有一定要求，而海淘产品经
常需要跨境运输，运输时间较长，
普通物流和快递难以达到相关条
件，在此过程中，保健品、药品发
生变质往往难以察觉。

另外，海淘产品一般没有中
文说明书。由于语言不通，不少
消费者看不懂成分、使用禁忌、用
法用量、注意事项等关键信息，仅
凭相关平台客服的介绍就拿来
用，可能会出现使用不当的情况。

其实，与国内生产的保健品
和药品相比，许多海外保健品和
药品在成分上并没有什么特殊或
创新之处。不少相同成分和功效
的国产保健品及药品，在稳定性
和安全性等方面都已超过国际标
准，大可不必海淘海外产品。更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海外“网红神
药”中还含有高风险成分，在国内
正规渠道是禁止销售的。通过非
正规渠道进口的产品，一旦发生
问题，消费者会陷入维权困难、无
法溯源追责的困境。

当然，也有一些进口保健品
和药品在国外有不错的口碑和效
果，但是否适应中国人体质仍未
可知。目前，从官方渠道进入国
内市场的保健品和药品，会受到
国家药监部门严密监管，还会定
期监测不良反应等情况，如发现
问题，需要召回不合格产品。

作为消费者，应培养不迷信
不盲从的消费观念，坚持从个人
实际需要出发理性消费。相关部
门应强化对跨境电商平台的管
理，引导平台企业压实主体责任，
对于跨境商品，特别是跨境保健
品和药品要选择正规的品牌授权
渠道进口，确保商品符合国家的
质量和安全标准。电商平台在跨
境保健品和药品的宣传上要真实
完整，不夸大功效，不给消费者以
不合理的预期，同时要做好信息
同步和售后服务。一旦海外品牌
出现问题，平台要同步通知国内
消费者，并积极协助消费者做好
维权工作。 据经济日报

海淘“网红神药”
需注意安全隐患

日本小林制药公司28日

说，又确认两名消费者在服用

了该公司含红曲成分的保健品

后死亡。这一事件中确认的死

亡人数已增至4人。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
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红曲
根据用途可以分为：用于着色的食
品添加剂红曲，用于发酵酿酒用的
红曲，以及用于保健医药的红曲。

将红曲酶接种到蒸熟的大米
上，发酵培养获得的红曲米和红曲
红色素可以作为食品着色剂。根

据相关国家标准中关于食品添加
标准的规定，红曲米和红曲红色素
可以用于腐乳、酱菜、饮料、果冻、
肉制品、豆制品、面制品、糕点、饼
干、酸奶、糖果等食物，还可以用于
口红、唇彩等产品。风味发酵乳、
糕点、烘烤食品的馅料以及食物表
面的挂浆有严格的限量要求，其余

的可根据生产需要适量使用，婴幼
儿配方食品、母乳代用品、膳食补
充剂、速冻生产品则禁止添加红曲
米和红曲红色素。

1995年，法国科学家发现，红
曲发酵工艺中的微量次生代谢产
物“桔霉素”可能导致肾脏损害。

据央视新闻频道

专家解读

红曲红色素作为食品添加剂需严格限量
1995年就有致肾脏损害的相关发现

这是3月25日在日本大阪拍摄的
小林制药总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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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保健品属功能食品
管理体系分三类

通过小林制药事件，日本保健品
监管问题浮出水面。到底是如何监管
的？在监管过程中怎样确保相关食物
和药品的安全？

保健品在日本不属于药品，归类
于保健功能食品的范畴。保健功能
食品具体分为三大类，分别是特定保
健用食品、功能性标示食品、营养机
能食品，这三种类型的监管要求也不
一样。

特定保健用食品的监管最为严
格，采用许可制，每种产品在上市之

前，厂家都必须就安全性和有效性接
受相关部门的个别审查。相对来说，
功能性标示食品的监管就比较宽松，
这次引发问题的小林制药3款保健品
就属于功能性标示食品，采取的是事
前备案管理制度，厂家只需要在产品
上市之前，向日本消费厅提交有关产
品安全性和功能性的科学依据即可，
相关部门不会对具体内容进行审查。
营养机能食品的监管力度是最弱的，
采取的是自我认证制度。

小林制药事件发酵之后，日本政
府表示，将对所有申报过的6000多种
功能性标示食品实施紧急检查。

据央视东方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