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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医疗机构故意
模糊混淆相关医疗技术概念，打
着“血液净化”招牌，吹嘘包治百
病，利用老年人辨别能力差的弱
点，以及基础病患者迫切想恢复
健康的心理，违规使用未经认证
的医疗器械和非卫生技术人员
对其进行所谓血液净化。就诊患
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不仅支
付高额治疗费用，其健康安全亦
未得到有效保障。

包治百病纯属噱头

“阿姨，您这高血压、糖尿
病，光吃药可不行，得做血液净
化，一次见效，三次根治！”近日，
家住河北省保定市的李阿姨在
小区附近一家“健康管理中心”
听到这样的宣传，心动不已。然
而，花费数万元进行血液净化
后，李阿姨不仅病情未见好转，
反而出现了头晕、乏力等不适症
状。

“他们说的可神了，什么血
液净化能排毒、美容、抗衰老，还
能治高血压、糖尿病，我听着就
心动了。”回忆起被骗经历，李阿
姨懊悔不已。李阿姨的遭遇并非
个例。近年来，一些不法医疗机
构打着“血液净化”的旗号，夸大
宣传，混淆概念，将血液净化包
装成包治百病的“神术”，严重危

害消费者健康安全。
“血液净化”听上去挺高大

上，但大概步骤并不复杂。首先，
抽出一定量血液，再注入臭氧

“清洗”血液，最后再将“清洗”成
鲜红色的血液输回体内。相关专
家表示，无论是血液净化还是臭
氧疗法，它们都有一个专业的名
称：三氧自体血疗法。

医学上的三氧疗法，对于疼
痛类疾病、高脂血症、糖尿病、肝
病、中风后遗症等有一定的疗
效。但在临床上，这种疗法并不
多见，原因在于它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还存在争议。真正需要做血
液净化的是肾功能衰竭的病人，
也就是所谓的透析。按照相关规
定，只有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
才可以进行血液透析。

“血液净化属无菌性治疗，
存在各种危险，因此不能随便进
行。”专家表示，血液处理过程
中，如果没有进行科学的消毒，
任何不规范的操作都会造成血
液被病菌所感染。在回输血液的
过程中，极有可能会形成血栓，
坏死的细胞被重新输回体内，增
加了肾脏的负担，严重的可能会
导致肾衰竭。

公益诉讼整治乱象

2024年5月，河北省廊坊市

人民检察院在网络短视频平台
发现案件线索，廊坊市辖区某
民营医疗机构以免费体检为名
招揽老年人前来听健康讲座，
讲座中对其“三氧自体血回输
疗法”夸大宣传，声称通过该疗
法进行血液净化可以治疗各种
疾病。此外，该医疗机构还在门
诊诊疗中推广“血脂净化”项
目，并将诊疗过程录制视频对
外发布。该医疗机构的违法诊
疗活动不仅扰乱医疗管理秩
序，而且可能延误患者最佳治
疗时机，侵害了消费者的财产
及健康权益。

廊坊市检察院随后立案调
查，通过调取涉案医疗器械备
案信息、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
理档案、诊疗记录和病历资料、
行政执法台账、从业人员相关
资质，并对行政机关、医疗机构
工作人员以及相关患者进行询
问，确定涉案医疗机构存在违
规使用医疗器械，违法使用非
卫生技术人员，虚假宣传误导、
招揽病人，违法发布医疗广告
等问题。

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廊坊市检察院依法
向负有医疗机构监管职责的廊
坊市卫健委制发检察建议，要求
对涉案医疗机构加强监管，对医

疗机构违法行为及时予以整治。
同时，全面核查涉案从事医疗行
为人员资质，对违法从事医疗卫
生技术工作的人员依法依规进
行处理。

“我们在跟进调查过程中，
认定行政机关对检察建议中所
列违法问题未整改到位，公益
受损状态持续存在。因此，还提
起了行政公益诉讼，要求相关
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彻底整治
血液净化乱象。”廊坊市检察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检察建
议和诉讼的方式，检察机关依
法督促行政机关全面整治违法
违规问题，彻底消除医疗安全
隐患，切实维护消费者就医安
全和健康权益。

合法经营备案管理

早在 2005 年，原卫生部就
发文要求各省加强“血液疗法”
管理。《卫生部关于加强“血液疗
法”管理的通知》中称，对于已通
过基础研究，但临床应用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评价不明确、尚存在
争议的“血液疗法”，应当首先经
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在
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进行科学的、
有组织的临床研究，不得作为临
床服务项目向患者提供；对于既
无基础研究结论，又未经过临床

研究的“血液疗法”，一律停止临
床应用。

目前，各地多将血液净化作
为省级限制类医疗技术进行备
案管理。根据规定，开展血液净
化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取得《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和具有卫生行
政部门核准的肾病学专业诊疗
科目；至少配备两名肾内科专业
医师，至少 1名熟悉透析机和水
处理设备的技师；医师、技师和
护士具有血液透析工作经历或
培训合格，熟悉心肺复苏等急救
技能。

对不具备资质违规开展医
疗美容项目的行为，卫生监督部
门也一直在加强监管。对于违规
使用“血液疗法”的医疗机构，将
会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
有关规定处理；对于违规使用

“血液疗法”的医师，将按照医师
法相关规定处理。

大量案例显示，不法分子常
常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关注
养生的心理实施犯罪，这类骗
局的手段主要包括夸大功效、
赠送礼品、“专家”洗脑、免费
体检、免费旅游等，促使老年
人购买保健产品。对老人造成
财产损失、精神痛苦，甚至可
能延误病情。

据《法治日报》

随着社会节奏不断加快，即
拆即食、省时省力的预制菜正大
跨步迈向我们的生活，频繁出现
在各个饮食场景，对于餐厅、外
卖商家而言，使用预制菜能帮助
其降本增效，让生意得以延续。

然而，学生家长抵制预制
菜进入校园、“3·15”晚会曝光
预制菜梅菜扣肉的原料竟是劣
质糟头肉、消费者吐槽某些商
家在使用预制菜时不进行公示
或标明……接连爆出的预制菜
负面信息，造成了消费者对预制
菜食品安全的担心，引发了消费
者对商家在使用预制菜时是否应
该告知或标明的广泛讨论。为推动
预制菜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完善预
制菜相关标准体系势在必行。

预制菜市场潜在退潮

近些年，伴随着“白领经济”
“单身经济”的兴起，以及“外卖
经济”“懒人经济”的逐步火热，
堂食和外卖成为了预制菜的主
舞台。在预制菜供不应求的黄金
时期，不少企业精准把握市场机
会，纷纷上市预制菜，一时间风
头无两。

可是“花无百日红，商海沉
沦无定数”，有关预制菜的负面
舆情接二连三，加之多家餐饮企
业纷纷关门闭店，使众多预制菜
企业面临困境。纵观 2024 年第
三季度财报，在营收规模前十位
的预制菜概念上市公司中，仅有
绝味食品一家企业净利润同比
增长率达到了正值，新希望、龙
大美食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率甚
至跌破了-100%，如此表现似乎
并不尽如人意。

数据显示，我国预制菜市场

规模呈逐年扩张趋势，并有望在
2026年突破10720亿元，但是预
制菜市场增速却在逐步放缓。
2024 年，我国预制菜市场规模
同比增长率为35%，而这一数字
将在2026年跌至18.3%。

而且，“预制菜是个万能筐，
酸甜苦辣啥都能装”的说法其实
并不准确。2024年 3月，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六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
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
了预制菜范围。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司局负
责人就《通知》答记者问时表示，
预制菜也称预制菜肴，其范围应
当兼具预制化和菜肴的特征。中
央厨房制作的菜肴，不纳入预制
菜范围；仅经清洗、去皮、分切等
简单加工未经烹制的净菜类食
品，属于食用农产品，不属于预
制菜；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
盒饭、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
馍、面包、汉堡、三明治、披萨等
主食类产品不属于预制菜。

《通知》的出台，将预制菜的
定义作了进一步细化，也在一定

程度上划清了净菜、中央厨房、
预制菜的界限。

消费者担心食品安全

一茬接一茬的负面信息将
预制菜推向风口浪尖，使其成为
众矢之的。

“谈预制菜而色变”现象的
背后，无不与消费者担心食品安
全问题、不满商家使用预制菜未
告知消费者存在着关系。有消费

者认为，自己在饭店用餐图的是
“一分价钱一分货”，自己吃的是
预制菜，却被商家按照现做现炒
的价格收费，实在令人难以接
受。

调研报告显示，近八成的消
费者会主动搜索预制菜相关信
息，超过五成的消费者会通过阅
读产品标签和说明、咨询专业人
士来确保自己吃到的是安全健
康的预制菜。从消费者对预制菜
食品安全问题担心的方面来看，
添加非法添加剂、食品卫生问
题、食材原料处理过程中的交叉
污染以及使用劣质或变质的食
材和原料成为了消费者最担心

的几个问题。
预制菜食品安全关乎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国樽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李岩称，若企业存在使用
劣质原料、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等
行为，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
十四条相关规定，可没收其违法
所得、吊销许可证，并处以货值
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若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可能被责
令召回，企业则将面临停业整
顿，甚至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企业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不
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或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直接责任人
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或没收财产。此外，消费者可依
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
主张“退一赔十”，最低赔偿
1000元的规定进行维权。

除了对预制菜食品安全的
担心之外，消费者也对商家使用
预制菜却不告知不标明的行为
颇为不满。

“我觉得我的知情权被侵犯
了。”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梁女
士告诉记者：“每次去餐厅用餐
或者点外卖时，即使商家宣称菜
品是现做现炒，但我还是会忍不
住猜测商家是否拿预制菜糊弄
了事。其实，我真正反感的并不
是预制菜，而是商家在使用预制
菜时不予告知或者标明，这种做
法让我有种被蒙在鼓里的感
觉。”

预制菜标准体系
亟待完善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马丽红律师表示，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的规
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
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
实情况的权利；第二十条规定了
经营者的告知义务，即“经营者
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
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
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经
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
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
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
实、明确的答复”。此外，经营者
也可能因为违法行为而被行政
处罚，如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
的规定，宣传“现做现卖”实为
预制菜，构成虚假宣传，处 20万
至 10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
吊销执照。

为健全预制菜标准体系、推
动预制菜市场有序健康发展，
马丽红建议，第一要从制定专
项标准入手，建议出台《预制菜
生产加工规范》，明确原料、工
艺、标识等要求。第二，应强制
信息披露制度，保护消费者知
情权。通过修订食品安全法实
施条例，要求餐饮环节显著标
识“预制菜”、标注中央厨房名
称及保质期。第三，建立追溯体
系，依据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
条的规定，推动预制菜全流程
电子追溯，纳入“一品一码”监
管。第四，加大惩戒力度，对恶
意违规行为适用食品安全法关
于“从业禁止”的规定，并探索
消费者集体诉讼机制。第五，可
以探索地方立法试点，比如鼓
励预制菜产业大省先行制定监
管条例，探索规范化管理的具
体实施方案。

据《法治日报》

一些医疗机构的“血液净化”陷阱——

吹嘘包治百病 无视健康安全

接连爆出负面信息，消费者关心食品安全

令消费者担心的预制菜，出路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