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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市场消费火热

当前，各网络平台上关于益生菌产品的
宣传和销售都很火热。在某短视频平台，输
入“益生菌”后首先弹出的关联词是“益生菌
畅销榜第一名”；在某社交平台，有关“益生
菌”的分享帖已超120万篇；在某电商平台
2022年“618”购物节时，仅10分钟，其益生
菌品类成交额就同比增长 518%……可见
人们对于益生菌产品的关注和需要。

据了解，益生菌产品功效及消费者期待
的功效越发五花八门，除了肠胃消化健康、
提升免疫力，还包括体重管理、美容护肤、改
善睡眠、保护情绪等。益生菌的应用场景也
逐渐扩大，从乳制品、补剂进一步拓展到零
食、护肤品、口腔护理产品等，引起消费者追
捧。

基于此，很多企业积极抢夺益生菌这一
市场风口，催生了一批新消费品牌企业。天
眼查App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3000多家
益生菌相关企业，其中45%的企业成立于5
年内。部分益生菌品牌通过创造新概念来
吸引消费者，诸如“xx烦恼就选它”“一片顶
10 杯酸奶”“更适合中国人的益生菌”等。
同时他们还给益生菌产品配以时尚感的包
装，以促使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图和“种
草”，吸引了一大波流量。

益生菌市场“套路”多

记者走访发现，在益生菌消费市场热潮
下，益生菌产品夸大宣传、以次充好、菌株信
息标注模糊等鱼龙混杂的现象时有发生，

“套路”重重。
“花式”夸大宣传，实则缺乏医学依据：

各大社交平台上充斥着有关益生菌的分享
帖，这些帖子大多使用渲染情感型的“经验
分享”来获取消费者信任，但实际效果无从
得知。在推广内容的评论区，很多用户留下

“每天一粒，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好的变化”
“我已下单”等偏正面的评论，而这些用户自
己的主页几乎没有什么内容。上海一位从
事广告宣发的工作人员说，这些用户大概率
是品牌买的“水军”，用来误导消费者。

很多益生菌产品所宣传的功效并没有
明确的科学依据，在疗程设置上也有待商
榷。一款针对女性健康的益生菌产品宣称，

“有妇科炎症的女性每天早晚饭过后各 1
袋，吃 1 个月后进入巩固期，每天 1 袋连续
巩固3个月。”一些医生表示，如此类似处方
的使用说明并没有科学的医学依据。

以次充好，网络益生菌代工产品有暴
利：在电商平台上，很多厂家可以提供各个
价位的益生菌产品代工。记者在某电商采
购批发平台上搜索到很多低价益生菌代工
产品，多以“固体饮料/冻干粉”为主，均位于

“益生菌产品”榜单前列。这些产品的批发
价大多在10元/盒，一盒20袋左右，批发量
越大价格越低。若有自己的品牌，可选择贴
牌定制。

某益生菌代工厂客服告诉记者，其实平
台上益生菌的成本价格都差不多，“拿货回
去后，售价可以卖到拿货价的 5 倍甚至更
高，太便宜的话没人买。”北京某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也提到，很多批发商都是从
网上代工厂拿货，只要把包装做得“高大
上”，一盒就可以卖到上百元，消费者很难辨
别。

菌株信息标注模糊，只为给消费者“装
样子”：2022 年 5 月，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
会发布《益生菌食品活菌率分级规范》，对益
生菌食品中的益生菌活菌率进行了分级；
2022 年 6 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牵头
制定《食品用益生菌通则》，要求食品用益生
菌和含益生菌食品均应标示菌种的中文名
称和菌株号、应标示在保质期内的益生菌活
菌数量等。

但记者在线上平台和线下药店中看到，
有很多在售的益生菌产品均未按要求明确

标注。很多益生菌产品仅罗列菌种而没有
菌株号，还有的产品仅标注出厂时添加的活
菌数，或模糊地标注“添加量”“含量”，产品
货架期内的活菌数量普遍成“谜”。

加强监管 加大科普

针对益生菌市场存在的问题，各地市场
部门不断加大监管力度。2022 年 6 月，浙
江省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对某文化公司在直
播中夸大宣传普通食品益生菌有保健和疾
病治疗功能的广告违法行为作出罚没
50.25 万元的行政处罚。上海、四川成都、
广东高州等地也都曾因益生菌产品存在问
题对涉事企业作出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目前市场火热，很
多益生菌菌株在没有临床数据支撑下，就趁
着风口投入市场，导致行业内产品质量参差
不齐，功效也难以印证。北京嘉维律师事务
所律师赵占领说，当前已有的《益生菌食品
活菌率分级规范》和《食品用益生菌通则》属
于团体标准，并不具有强制性，需尽快制定
国家标准，规范益生菌市场，提高产品准入
门槛。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建
议，要进一步加强监管，明晰主体责任。尤
其线上平台，相关部门应加强网售益生菌产
品监管执法跨地域跨部门协作，提高监管实
效。同时，社交电商平台也应对相关分享帖
仔细核查，做好“推广”“合作”等标记。

虽然食用益生菌制品产销两旺，但不
少生产商和消费者只是“盲从”，缺乏对益
生菌的正确认识。山西医科大学教授程景
明建议，要通过举办保健食品科普宣传活
动等举措做好有效的日常科普宣传，提高
消费者认知力和辨别力。“消费者要考虑菌
株的特异性和个体的差异性，注意身体本
身菌群的平衡，过量服用可能有反作用。”
程景明说。

□据新华社

小心益生菌市场的这些“套路”
“不用找医生，这款益生菌就能搞定”“女生怎么选对私密益生菌？吃1年得出的经验”“终于可以痛快呼吸

了！重磅推荐这款舒鼻益生菌”……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的日益重视，宣称各类功效的益生菌产品渐
渐成为消费新风尚，出现在各种生活场景中。但记者调查发现，在益生菌产品市场上，不断出现夸大宣传、以次
充好、菌株信息标注模糊等鱼龙混杂的现象，误导了消费者。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彭
小懿 通讯员 侯然） 瓜果飘香客盈门。
近日，位于宣汉县南坪镇的高山车厘子迎来
丰收，当地以车厘子为媒，以采摘节为友，精
心打造“车厘子+”特色农旅，吸引不少游客
前来尝鲜，体验独属于这个夏季的甜蜜瞬
间。

走进车厘子采摘园内，当地给这些果树
们搭建起了钢架大棚，让它们能够在一个最
适宜的环境当中自由生长。一颗颗车厘子
晶莹剔透，鲜红饱满，让人垂涎欲滴。虽然
天空下着小雨，也按捺不住游客享受采摘乐

趣，一尝鲜果回甘。
“我感觉他们这里的车厘子品种很多，

你看有不同颜色的，个头也很大，很甜而且
水分也很足。”游客周佼佼兴奋地说。

绿色生态的种植方式，让南坪高山车厘
子平均单果在 20 克以上，含糖量达 25 度。
为扩大车厘子产业效益，当地通过举办车厘
子采摘节、网络推销，果品展销等方式，推出

“车厘子+”特色体验活动，让广大游客纵享
“眼眸到舌尖”的全方位体验。

网络达人李美军说：“我第一次来南坪，
觉得这里的车厘子基地特别大，看着很震

惊，我刚刚品尝了车厘子，特别特别的好
吃。回去，我一定将南坪的车厘子推荐给我
的粉丝。”

吃完新鲜的车厘子，记者来到了南坪镇
打造的一个洞穴餐厅，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
到别样的就餐环境，还能吃到车厘子衍生出
来的各种美食。

这个洞穴餐厅面积达 780 平方米。依
托天然洞穴打造的车厘子餐饮、星空房露
营、亲子娱乐等特色服务项目，备受游客青
睐。

“在这里聚餐，环境非常优美。菜品很
丰富，尤其是这道车厘子红烧肉非常好吃。”
游客张英感慨道。

南坪镇平均海拔1100米，是宣汉最大
的高山车厘子产区，当地大力实施“农业兴
县”“文旅靓县”战略，依托高山高寒的地理
资源优势，借助浙川东西部协作项目，通过

“政府搭台+招商引资+回引乡贤+村民参
与”的发展模式，打造“车厘子+”特色农旅
产业，配套建设了旅游步道、特色民宿、网红
打卡地。目前，全镇共发展车厘子4500亩，
有规模化种植园区10个，种植有冰库、俄罗
斯 8 号、美早等 10 个品种，今年 1500 亩进
入盛产期，产量达到10万多斤。

“我们坚信通过农旅融合发展，一定能
够把南坪镇的车厘子产业做大做强。”南坪
镇党委书记马骁介绍，该镇按照农旅融合、
以农带旅、以农促旅的发展思路，拓展车厘
子的延链、强链发展，通过园区务工、土地流
转以及民宿餐厅务工，带动年人均增收
2000多元，也进一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4500亩车厘子与游客结下“千厘樱缘”

在宣汉县南
坪镇高山车厘子
采摘季，其洞穴
餐厅推出的车厘
子菜品很丰富，
尤其是车厘子红
烧肉非常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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