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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
减肥产品涉嫌非法添加违禁成
分。目前相关线索已向市场监
管部门举报。进入夏季，减肥
话题再次升温，如何科学、安全
地减肥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
那么，不同人群该如何制定适
合自己的减肥方案？减肥过程
中是否可以使用药物？

在北京、四川等地医院，记
者看到，为了减肥而寻求医疗
帮助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医生
介绍，除肥胖人群外，近年来还
有不少因服用来路不明的“减
肥食品”而出现不良反应前来
就医的患者。

针对这一现象，医学专家
提醒广大消费者，减肥不能盲
目，尤其要警惕成分不明的“速
效产品”。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
治医师赵宇星表示，不建议去
购买成分不明、来路不明的网
红减重产品。如想使用保健品
减重，认准国家批准的戴着“蓝
帽子”的这种保健食品。如果
已经在应用这些非法添加药
品，出现了不良反应，要即刻停
药，赶快到医院就诊。

医学专家指出，首先应判
断自己是否属于肥胖人群。常
用的标准是体质指数（BMI），
即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米）的
平方。当BMI指数≥28，即可
判定为肥胖，建议进行干预。

医学专家强调，对于体质
指数小于28的超重人群，体重
管理贵在持之以恒，追求短期
快速减肥可能会对人体健康带
来伤害。

800元的“瘦身咖啡”成本只有1元
检出国家明令禁止成分，所谓“快速瘦身”要当心

近年来，随着超重和肥胖人群不断扩大，减肥市场随
之升温，各类宣称“快速瘦身”“纯天然无副作用”的产品
频繁出现在社交平台和电商页面。然而，这些看似“便
捷无害”的瘦身食品背后，真的安全吗？央视通过真实
案例和记者调查，揭开网售减肥食品背后的危险添加。

据央视

三十岁出头的四川消费
者周先生，体重常年维持在
190斤以上，已经影响到自己
的健康，他决定尝试减肥。

不节食不运动，宣
称一周见效

一次偶然机会，周先生在
微信朋友圈看到有人在兜售
一款名为“咖啡瘦”的固体减
肥饮料。该微商宣称，不用节
食也无需运动，只要坚持每天
喝“咖啡瘦”，一周后体重就能
明显减轻。

据周先生回忆，该名微商
宣称这款咖啡成分均为天然
植物萃取，无副作用。于是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周先生向对
方支付了 600 元购买了一个
月用量的“咖啡瘦”。没想到
的是，刚喝了没几天，周先生
就出现了心慌、头晕、失眠等
不适症状。意识到问题后，周
先生立即停止服用，并将情况
反映给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减肥饮料检出国家
明令禁止成分

接到举报后，四川甘孜州
新龙县市场监管局将该产品
送检。结果显示，这款“咖啡
瘦”中非法添加了西布曲明
——一种国家明令禁止的化
学物质。

早在2010年我国便已将
西布曲明列为禁用物质，严禁
其生产、销售和进口，更不能
在食品中添加。

鉴于案件严重性，市场监
管部门随即将线索移交警
方。警方调查发现，销售者李
某某通过微信朋友圈大肆宣
扬“咖啡瘦”具有减肥奇效，以
168元10包的价格对外出售，
大量销售给全国多地消费者。

她的供货上家是一名叫
“穆某某”的女子，通过微信接

单、快递发货，从未线下
接触。警方顺藤摸瓜，追
踪到辽宁一处民居。在
现场，警方查获2万多包
未封装的“咖啡瘦”及大
量原料。警方对现场样
品抽样送检，结果显示，
所有样品均含有西布曲
明。

地下室暗藏生
产窝点，卫生堪忧

进一步调查发现，
穆某某以 3 元一包的
价格大量购进添加了
西布曲明的散装“咖啡
瘦”，然后再非法印制
包装，将其加工成
每袋25包的成品，
最后以一百多元的
价格批发给下家，
非法获利八十余万
元。而穆某某的供
货来源，是一对夫
妇在别墅地下室非
法生产的窝点。

在生产窝点记者
看到，各种原料随处堆放
着，搅拌机、封口机等设备
上布满了灰尘和污渍，现
场卫生状况令人担忧。

调查至此记者发现，
所谓能减肥的神奇咖啡就是
在这样的黑窝点生产出来
的。为了牟取暴利，犯罪嫌疑
人闫某某和张某某以低价非
法购进添加有西布曲明的劣
质咖啡原料，自行灌装后，以1
元左右的批发价销售给穆某
某等中间商。经过中间商二
次包装后，网络上所谓有奇效
的各式减肥咖啡就被生产出
来，最后以600到 800元不等
的价格销售给全国不知情的
普通消费者。

最终，涉案人员因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依法判
刑。

所谓瘦身食品
种类繁杂

11款减肥食品6款非法添加

不同人群应如何科学减肥

减肥食品中非法添加禁用物质 与此同时，记者在网络平台调查发
现，各类宣称“减肥无副作用”的产品正
通过社交媒体、直播带货等渠道大量销
售。这类产品多为普通食品，外观形态包
括糖果、饮品、胶囊等，但多数打出“天然提
取”“饱腹代餐”等概念，暗示或者明示具有
减肥功效。

调查中记者发现，在某头部社交媒体，记
者输入“瘦身食品”等关键词进行搜索，随后就
会持续频繁收到各种相关的直播营销信息，一
些商家还打出宣传，他们的所谓瘦身食品专供
直播间销售。

记者注意到，在网购平台上也涌现出各种
宣称具有瘦身功效的食品，这些食品种类繁
杂，既有饮料也有糖果，甚至还有的包装成胶
囊状。记者注意到，这些所谓“瘦身”食品，实
际上多为普通食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普通食品不
得声称具有保健功能。

但现实中，不少营销人员往往会暗
示消费者，他们的产品在短期内能够迅
速减重。

一个销售果蔬和奶咖饮料的直播间
则暗示，消费者吃了他们家的产品，无

需控制饮食就能瘦。
为了打消消费者对于食品安

全的顾虑，有的带货主播还在直播
间展示了所谓检测报告。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商家
在销售这些所谓瘦身食品时大多
还会将安全作为卖点，带货过程
中反复强调，产品没有副作用。

实际情况如何？记者观察
到，已经有不少消费者在评论
区留言，身体出现各种不良反
应。

在这款宣称由天然果
蔬制成的组合饮料的评论
区中，消费者表示，刚
吃了一次就上吐下泻，
因腹泻险些脱水，最终
不得不上了医院。有
的消费者则表示，喝完
后一天腹泻十多次，严
重到无法上班。还有
消费者留言称自己买
到的产品无异于“泻
药”。

这些网络上热销的所谓瘦
身食品是否安全且有效？带着
疑问，记者从所调查的直播间网
购了多款产品，送往权威实验室
对其配料及添加情况进行分析。

记者购买了销量大的一些
网红瘦身食品，包括糖果、咖
啡、果冻、胶囊型食品等共计
11款，这些食品在宣传时均暗
示具有瘦身效果。到货后，记
者发现有些食品的包装简陋，
甚至缺乏必要的产品信息。

江苏省苏州市行刑衔接联
合实验室专家组专家温尧林介
绍，一款产品背后一看最核心
的批准文号没有、生产厂家没
有、生产地址没有，它就是个

“三无”产品，标识上有很多违
规的地方。

记者注意到，这些所谓瘦
身食品的配料表中显示大多由
果蔬或其他天然植物原料制
成。样品送到实验室后，实验
人员运用科学方法筛查出其中
的可疑信号，再比对我国食品
中非法添加禁用物质名单，历
时近半个月时间，最终得出11
款样品的非法添加情况。

经分析结果发现，11款所
谓瘦身食品中有6款添加有违
禁化学物质或处方药物。其
中，有一款花形糖果和一款胶
囊形食品中发现了违禁物质西
布曲明。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
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朱毅介绍
说：“在2010年就不再批准西

布曲明以任何形式在我们国家
出现，它既不能生产也不能销
售，既不能作为食品的添加剂也
不能作为保健品，也不能作为药
品，只要出现它就是违法的。”

除了非法添加西布曲明，
在这次送检的11款样品中，有
两款糖果和一款果蔬饮中发现
添加了处方药噻嗪类化合物；
有一款所谓瘦身固体饮料中发
现添加了处方泻药比沙可啶类
化合物的衍生物。

比沙可啶类化合物是一类
刺激性泻药，为处方药，通常被
用于治疗短期便秘，为避免药
物依赖，用药周期一般不超过
一周。副作用包括腹痛、腹泻、
恶心等。

而噻嗪类利尿剂也是一种
处方药，用于治疗高血压，误服
可能引发电解质紊乱。

温尧林介绍，噻嗪类物质
属于利尿剂，通常用于治疗高
血压和水肿性疾病。它是处方
药，正常人不能轻易服用，一定
要严格遵守医生医嘱。通常会
非法放在减肥类的产品当中，
就是通过它的利尿效果，让消
费者脱水从而达到所谓的减肥
效果。正常人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误食噻嗪类化合物往往会出
现恶心、呕吐等症状，或者会出
现电解质紊乱。长期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服用噻嗪类的化合
物，对中枢神经系统、消化系统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对肾
脏都会有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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