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经监管部门审查批准，没有广告批

准文号的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

广告本不应当出现在电视、广播、报刊等

媒体上，但此类违法行为却屡屡出现。

有些产品使用过期失效的广告批准

文号大肆刊登违法广告，甚至没有广告批

准文号的产品，也在大众媒体上进行虚假

宣传。如被全国通报的产品“东方之子牌

双歧胶囊”，生产企业为“武汉东方之子生

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该产品被曝光无

广告批准文号。去年，这个没有批号的产

品却在安徽、甘肃、贵州、广西、山西等15

个省（区）的报纸、电视上刊播虚假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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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广告形式六：未经批准发布广告

使用患者、医学专家、科研机构等名

义证明疗效或者保证治愈，以及冒用公众

人物的形象和名义做宣传。如“北京解放

军×××病研究院”，称其药品能够治愈

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病等疑难杂症，用群

众演员冒充专家、老中医或名人绘声绘色

地演绎疗效。

今年1~5月，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对辖区内部分媒体发布的违法医疗

器械广告进行监测，发现有69条医疗器械

广告违法，其中“任仲传”、“安列”等产品

因严重违规，被移送工商部门处理。

违法广告形式三：用专家、患者名义作代言

宣传保健食品、保健用品、消毒产品

具有治疗疾病作用，夸大产品功效。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投诉举报

中心统计，大量消费者投诉集中在减肥类

产品和补钙类产品这两大类。被投诉产

品持有“卫食证字”批准文号，不具备治

疗疾病功能，但一些商家为提高“卖点”，

夸大功效，虚假宣传，宣称对疾病有疗效

功能。

今年1~5月，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监测发现108种违法保健食品广告，

其中，广东威士雅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威士雅虫草菌丝体胶囊”等产品均因违

反有关规定被移送工商部门查处。

违法广告形式四：保健食品夸大疗效

利用专题节目等形式，以专家讲座、

医学探秘、患者讲述用药治病经历等方

式，变相发布虚假医药广告，推销医药产

品与服务。

虚假广告不仅在电视报纸上，在网络

上、生活中也常见。如一些商家以健康讲座

附赠药品的形式来推销、宣传产品，他们假

借知名医院或者谎称聘请专家，在居民区进

行免费健康讲座和义诊，或租借宾馆、饭店、

社区中心等场所，只开展短期活动，专门针

对中老年人进行虚假宣传和推销产品。

不法分子还利用一些测试仪器进行

所谓的“体检”。被检查的人一般都会被

检查出患有疾病，然后不法者夸大病情，

诱骗群众，高价销售具有“神奇疗效”的保

健品或医疗器械，以骗取钱财。

违法广告形式五：以讲座为幌子变相推销

石台县餐饮单位量化分级管理和监督信息公示实现全覆盖，量化分级在“B”

级以上的宾馆饭店达80%。从业人员健康证持有率、食品药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

证持有率、监督信息公示率均达到100%。图为食品药品监管执法人员到农村自

办喜宴的徐华财家里，现场进行食品原料的快速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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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是食品事件高发时期，凤台县

食药监局以小餐饮整治为突破口，从摸

排建档、培训教育、整治规范等方面入

手，强力推进县城小餐饮整治，着力提

升全县小餐饮食品安全水平。

凤台食药监局首先成立了小餐饮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做到人员、区域、任

务“三落实”，全力推动工作开展，营造

了食品安全整治的良好氛围。

同时，针对小餐饮点多面广、营业

时间长等特点，打破传统作息时间，以

饭店营业时间为执法人员工作时间，对

城区所有餐饮单位逐一进行登记建

档。 刘丽闽

凤台：

四项举措整治县城小餐饮

夸大功效，虚假宣传，损害消费者利益……

我省对药品违法广告进行“大曝光”
公众媒体上各种药品、保健食品的广告，令人眼花缭乱。据统计，截至今

年6月底，全国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工商部门查处违法广告45万多条次，

违法广告的数量令人触目惊心。

猖獗的虚假广告中，不良商家欺骗与误导消费者的手段多种多样，他们通

过电视、纸媒、多媒体等多种形式，采取各种手段，极尽吹嘘之能事，频频向消

费者“下套”。

处方药广告的刊登有严格的管理规

定，《广告法》、《药品管理法》和《药品广告

审查办法》均规定“处方药不得在大众传

播媒介发布广告”。而一些不良商家往往

擅自向大众发布虚假处方药广告。广告

内容超出说明书内容，任意扩大产品功能

主治范围，还含有不科学地表示功效的断

言或保证。

今年 1~5 月，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发布《违法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广告公告》，曝光了548个虚假违法药

品广告，其中，处方药广告 287个，约占

违法药品广告总数的52%。如西安自力

中药集团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克银

丸”（国药准字 Z20003224 号）等，这些企

业在大众传播媒介向公众宣传处方药疗

效，并在广告中出现了含有表示功效的

断言或保证类表述。上述药企在安徽省

相关媒体发布的药品广告存在严重违法

问题。

违法广告形式一：在大众媒介发布处方药广告

广告内容超出批准的功能主治和

保健功能，宣传包治百病、适合所有症

状以及治愈率，以此达到欺骗消费者的

目的。

例如，今年被省食药监局监测的标示

为广西慧宝源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益肝

明目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50056号）、沈

阳绿洲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痛风舒

片”（国药准字Z20090411号），在广告中擅

自更改审批内容，利用医疗机构、专家、医

生、消费者、患者的名义和形象为产品功

效作证明。

违法广告形式二：擅自变更内容，吹嘘疗效

近日，蚌埠市食品稽查支队收到蚌

埠医学院预防医学系营养学专业2位实

习生范琳琳、张会同学送来的“授业一

丝不苟 解惑无微不至”锦旗一面。

蚌埠市食品稽查支队自2011年 4

月成立以来，作为蚌埠医学院教学实习

基地，三年共接受实习生近30人。为建

立社会监督网络，发挥实习生社会监督

作用，在蚌埠市食品稽查支队实习的学

生优先被聘任为蚌埠市首批“食品安全

社会监督志愿者”，为践行食品安全社

会共治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刘晓玲

蚌埠：

食品稽查支队创新监督网络

为提高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效

能和水平，广德县药监局根据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按照“谁许可、谁监管、

谁分级、谁负责”的原则，以大型以上餐

馆（含大型餐馆）、学校食堂（含托幼机

构食堂）、供餐人数500人以上的机关及

企事业单位食堂、旅游景区餐饮服务单

位为重点，对全县大中小型餐馆、学校

食堂、企事业单位食堂、饮品店、小吃店

等餐饮服务单位，开展了首次餐饮服务

单位食品安全量化分级评定工作，其中

学校食堂、大中型餐馆、农家乐动态评

定3~4次，年度评定1次。

曾宪军

广德：

首次完成监督量化分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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