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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淘多肉植物热销 部分含有致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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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名为“清宫御酒”
的保健酒，早在2015年就
上了原国家食药监总局的

“黑名单”，且厂家及其品
牌被注销，但仍公然销售
达两年之久。日前，深圳警
方在粤湘两地破获这起非
法保健酒案，刑拘9名嫌疑
人，涉案产品价值近千万
元。

违法添加西地那非等

化学物质

2015年9月，原国家食
药监总局发布通告称，在
各地执法检查中发现共有
51家企业在69种保健酒、
配制酒中违法或者涉嫌违
法添加西地那非等化学物
质。“清宫御酒”位列通报
名单中，该厂家及品牌随
后被注销。

然而，深圳市市场稽
查局在2017年的清查中发
现，这款酒仍在多个电商、
社交网络平台及线下渠道

流通，且交易量不小。“清
宫御酒”在网上被吹嘘得
神乎其神，宣称有壮阳奇
效，产品简介上还标注有

“清宫御酒乃根据清代秘
方，采用多种名贵原料，以
中国传统工艺精酿而成”
字样，欺骗和误导不少消
费者。

2017年底，深圳市公
安局、深圳市市场稽查局
药品稽查处联合阿里巴巴
打假特战队开始了相关调
查。

警方侦查发现，这家
线上销售“清宫御酒”的店
铺位于广州，随后在广州
海珠区将该店一名经营人
员抓获，并在其家中收缴
了该款酒200多瓶。经检
测，这些“清宫御酒”被检
出违法添加西地那非等化
学物质。

办案人员介绍，这些
“清宫御酒”产自长沙。在
该产品上了“黑名单”后，
原本的厂家“康年华”停业

整顿，但存货随后仍流入
市场。该厂家原经销商清
楚地知道该款酒含违法添
加成分，不敢明目张胆进
行销售，只销售给几个固
定的老顾客。因此，尽管原
本厂家不复存在，但这种
酒在长达两年时间里源源
不断地流入市场。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
产品在市场的价格并不便
宜。以其中豪华版的一款

“清宫御酒”为例，网页上
标称的销售价为588元。据
警方介绍，100毫升小支装
的产品市场售价128元，添
加了违禁品的“清宫御
丸”，价格也要68元／粒，
而这个价格几乎是成本的
几十倍。

据了解，西地那非属
于处方药，在食品或保健
品中添加属于违法行为，
长期服用对人体具有一定
危害，对患有心血管系统
疾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
的身体危害极大，严重者

可致心肌梗死。

关了大厂家冒出小作坊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
“存货”流入市场外，有原
厂家的销售人员由卖产品
转移到生产、销售产品，且
变本加厉扩大产品线、转
移技术给他人牟利。

办案人员介绍，广州
这家网点的另外一个货源
来自皮某。皮某原是“康年
华”酒厂一个营销人员，工
厂停业后，他采购了包装
盒，在自家搞了一个小作
坊继续生产。皮某的制酒
工艺与原厂家如出一辙，
采购药酒后往里添加西地
那非。除此之外，皮某不仅
生产“清宫御酒”，还生产
同样有违法添加的“清宫
御丸”。

除了皮某外，“清宫御
酒”还有另外的仿冒者。陶
某原本是康年华酒厂在深
圳的经销商，在工厂停产

后，陶某盗取了该酒的配
方和技术，在卖了一阵后，
他以30万元的价格将技术
和机器转让给温某。随后，
温某和老乡贺某在广东惠
州设立了一个加工厂，贺
某在惠州负责生产，温某
在深圳负责销售。

自2016年8月开始，贺
某在惠州的工厂开始运
作，产品不断流入市场。温
某此前在深圳有个销售中
心，他所仿制的产品也大
多推销给老顾客。

加大食品监管执法力度

这起案件中有一个值
得关注的问题，在厂家被
查封后，库存的违法酒没
有被妥善处理，而是悄悄
流入市场。专家认为，这是
执法过程中的疏漏造成
的。

此外，南开大学法学
院教授宋华琳指出，“黑名
单”制度不应只是简单曝

光，而是要真正起到有效
的法律约束作用。

宋华琳表示，非法添
加了处方药西地那非的

“清宫御酒”，在被明令禁
止的情况下依然公开销
售，反映了药品流通中的
漏洞。要建立完善的药品
流通体制，每一种药品都
要有完整的“履历”，信息
要详细到在哪里生产、什
么渠道流通、流向了哪里
等。

该酒两年中采取小作
坊式生产加工，作案手段
隐蔽，且链条追溯困难重
重。监管部门表示，目前，
小作坊式的保健品生产在
网上销售量很大，追查违
法线索的源头需要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监管难度很
大。广东融方律师事务所
律师吕胜柱说，只有严格
监管，加上严厉问责，才能
有效堵塞管理漏洞，为公
众健康树起一道安全屏
障。 （据新华社报道）

近日，深圳皇岗海关连
续查获5宗携带“无刺仙人
掌”银冠玉入境案件。据深
圳海关通报，银冠玉含有致
幻生物碱，可令人产生幻
觉、精神错乱，甚至威胁生
命。记者调查发现，包括银
冠玉在内的多款进口多肉
植物在网上热销。而根据农
业部和国家质检总局相关
公告，种子（苗）、苗木及其
他具有繁殖能力的植物材
料是被禁止携带和邮寄进
境的，除非是经过国家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许可的。
不少淘宝卖家则表示，他们
所销售的进口种子或成株
多肉植物没有审批许可或
是输出国出具的检疫证书。

多数无进口许可证

记者在多个网络购物
平台上搜索发现，包括银冠
玉在内的多款进口多肉植
物在网上热销，已然成了

“网红”商品。海淘多肉植物
走红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
针对进口多肉植物是否符
合相关规定的质疑声音。

5月7日，记者从全国海
关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处了
解到，如直接从海外购买或
是携带多肉植物入境，需要
符合农业部联合国家质检
总局发布的1712号公告中

的相关规定。
根据1712号公告规定，

种子（苗）、苗木及其他具有
繁殖能力的植物材料以及
有机栽培介质位列禁带名
录之中。附录中还注明，通
过携带或邮寄方式进境的

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
疫物，经国家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审批许可，并具有输出
国家或地区官方机构出具
的检疫证书，不受此名录的
限制。

此外，北京国检局此前

曾发布提示称，共有3大类
16个条目的产品被禁止携
带、邮寄入境。其中，燕窝、
海参、新鲜果蔬、多肉植物
都禁带进境。

除了深圳海关查获的
银冠玉多肉植物外，还有包
括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
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内的
岩牡丹属等进口多肉植物
在网上热销。

在某购物平台一家售
卖多肉植物的店铺中，其页
面显示，这类多肉植物售价
在679~3686元不等。卖家表
示，这类多肉植物是从日本
进口。当被询问是否有进口
许可或是检疫证明时，卖家
反问“要证书干吗？”同时卖
家表示，“有些即便有证书
也不一定让你进口，有渠道
可以自己进。”

而另一家售卖进口多
肉植物种子的店铺卖家称，
种子是从德国进口，10粒种
子售价7元。据卖家介绍，国
外的种子相对国内要专业
一些，“品种有保证”。此外，
卖家还表示，虽然知道国内
禁止进口种子，但仍旧在售
卖这种种子。

另一家售卖多肉植物
叶片的卖家，在被问及“进
口”多肉植物时是否有许
可证以及检疫证，直言没
有，并认为进口植物不需

要相关许可。

可能对神经系统造成

伤害

海淘多肉植物除了存
在进口检疫等问题外，部分
进口多肉植物还可能会致
幻，甚至威胁生命健康。记
者注意到，深圳海关查获的
乌羽玉属仙人掌就是一种
可致幻的植物，它所含有的
麦司卡林，已经被公安机关
列入致幻剂类毒品。南京市
公安局禁毒支队此前也曾
发布通告，将乌羽玉仙人掌
列入致幻类植物。

有网友在知乎讲述食
用乌羽玉仙人掌的经历称，

“食用半小时后，头晕，轻微
呕吐感，腹痛。”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
赖性研究所所长陆林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乌羽玉
属仙人掌内含有的麦司卡
林致幻能力较强，“可以让
患者大脑产生幻想，出现类
似精神病的症状，在这种情
况下，患者可能会有自残或
者伤害他人的行为。服用过
量的麦司卡林后，有可能对
人的神经系统造成永久性
的伤害。”陆林认为，这样一
种含有致幻成分的仙人掌，
不宜在市场上销售，否则可
能对社会产生危害。

违法进口销售应担法

律责任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
常莎律师介绍，携带或邮寄
进境动植物不仅要符合
1712号公告，还要看是否被
列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之中。
同时，也要适用《野生植物保
护条例》。进出口野生植物需
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并取得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
管理机构核发的允许进出口
证明书或者标签。否则根据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二十
五条规定：“非法进出口野生
植物的，由海关依照海关法
的规定处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
一条规定，违反法律规定进
口此类多肉植物，需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情节严重
的，还可能触犯刑法，承担
刑事责任。

对于海淘植物管理问
题，律师建议，相关部门应
当对允许进口的植物进行
严格的检疫，防止危害动植
物的病、虫、杂草及其他有
害生物由国外传入，同时，
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
和环保意识，避免因一时的
猎奇心理而导致承担严重
的法律责任。

（据《北京青年报》）

上了黑名单的保健酒，为何仍能卖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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