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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2006 年保健食品专项整治工作中已被撤销
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的保健食品名单

序号 名称 批准文号 生产单位 撤销原因 撤销时间

1 常驻青牌免疫胶囊 卫食健字 (2000)第 0378 号
湖南益阳七仙保健食品有限公
司

含芬氟拉明、去乙基芬
氟拉明、心得安

20021412

2 聚安康粉 (原名 :聚安康) 卫食健字 (1998)第 462 号
北京泰德利甲壳质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含枸橼酸西地那非 200213115

3 启阳牌补元酒 卫食健字 (2000)第 0508 号 山东省曲阜市药膳孔府酒庄 含枸橼酸西地那非 200213115

4 再青春苗条素胶囊 卫食健字 (1997)第 318 号
广州白云山再青春保健品有限
公司

含芬氟拉明 200217130

5 常青春健美素减肥胶丸 卫食健字 (1997)第 715 号
广州省惠阳市常青春美容保健
品有限公司

含芬氟拉明、麻黄素 200217130

6 消胖胶囊 卫食健字 (1998)第 041 号
湖南湘武常青春保健品有限公
司

含芬氟拉明 200217130

7 施美康减肥胶囊 卫食健字 (1998)第 037 号 广州施美康有限公司 含麻黄素 200217130

8 比索减肥片 卫食健字 (1997)第 404 号 比索生物工程 (福州)有限公司 含芬氟拉明 200217130

9 曾氏减肥饼 卫食健字 (1997)第 642 号 广东肇庆健美食品有限公司 含芬氟拉明、速尿 200217130

10 都瑞口服液 卫食健字 (1999)第 0515 号 湖南都瑞医药实业有限公司 含枸橼酸西地那非 200217130

11 神戈活力胶囊 卫食健字 (1999)第 0421 号
北京百乐思营养保健品有限公
司

含枸橼酸西地那非 200217130

12 一通茶 卫食健字 (1998)第 067 号 北京一通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夸大功能宣传 200217130

13 御芝堂减肥胶囊 卫食健字 (2000)第 0157 号 广东御之堂保健制品有限公司 含芬氟拉明 200217130

14 张博唤牌神乐冲剂 卫食健字 (1999)第 0270 号 济南博唤实业有限公司 夸大功能宣传 200219111

15 路德牌普丽新胶 卫食健字 (1997)第 348 号
北京三株路德医疗器械有限责
任公司

夸大功能宣传 200219111

16 健柏堂牌减肥胶囊 卫食健字[2002]第 0066 号 广州健柏保健品有限公司 含芬氟拉明、吗吲哚 200211214

17 澳美欣减肥胶囊 卫食健字[2002]第 0209 号 陕西澳美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含西布曲明 200211118

18
广济堂苗条青春减肥胶
囊

卫食健字[2002]第 0209 号
广东广济堂医药保健品有限公
司

含芬氟拉明、吗吲哚 2002111112

19 山花健身茶 卫食健字 (1999)第 0305 号
北京亿芝堂生物医药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山西省安泽县天然保
健食品开发研究所

夸大功能宣传 2002110122

20 靖华牌清华清茶 卫食健字[2001]第 0100 号
山西靖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
京清华同仁科技有限公司

夸大功能宣传 2002112112

21 华芝堂牌双乐源胶囊 卫食健字[2000]第 0685 号 咸阳华芝堂科技有限公司 含西布曲明 200311127

22 铁锌氨基酸口服液 卫食健字 (1997)第 536 号 南昌川奇保健品有限公司 夸大功能宣传 200311124

23 赘克牌丽尔胶囊 卫食健字 (2001)第 0086 号
北京中卫健科技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咸阳大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含西布曲明 200211118

24 宿旨牌秀复胶囊 卫食健字 (2002)第 0289 号
北京华卫康科技有限公司、咸阳
妇康保健品有限公司

含西布曲明 200211118

25
高贵牌高贵美体减肥胶
囊

卫食健字 (2002)第 0019 号 陕西高贵瘦身食品有限公司 含西布曲明 200211118

26 纤妃纤维片 卫食健字 (1997)第 802 号 上海倩飞贸易有限公司 含去甲麻黄素 2002110130

27 贝美牌秀身材减肥胶囊 卫食健字 (2001)第 0236 号
武汉市洪山生源医药技术研究
所、珠海市康尼有限公司

含双氢克尿噻 2002110129

28 欣美资减肥片 卫食健字 (2000)第 0713 号
北京御宝堂保健化妆品有限公
司、济南隆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含氢表雄酮 2002110130

29 康美减肥茶 卫食健字 (1997)第 623 号 北京瑞隆祥工贸有限公司 夸大功能宣传 200311121

30 同春堂牌苦瓜口含片 卫食健字 (1999)第 107 号 北京同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含格列甲嗪 20061518

31 苦乐康胶囊 卫食健字 (2002)第 0588 号
辽宁健康伟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含格列奇特 2006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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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批准文号 生产单位 撤销原因 撤销时间

32 绿因牌唐平口含片 卫食健字 (2002)第 0573 号 山东绿因药业有限公司 含格列甲嗪、格列本脲 20061518

33
济世慈航牌绿源蜂胶胶
囊

国食健字 G20040384
北京济世堂中医药保健研究所、
聊城市绿源蜂胶科贸有限公司

含苯乙双胍、格列本脲 20061518

34 一生牌唐乐舒胶囊 卫食健字 (2002)第 0546 号 北京唐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含格列奇特 20061518

35 玺圃牌玺圃利唐康胶囊 国食健字 G20040311
北京玺圃环球生物医药技术有
限公司

含苯乙双胍、格列本脲 200618128

36 绿如蓝唐宁胶囊 卫食健字 (2001)第 0088 号 嘉兴三立生物制品开发中心 含格列本脲 200618128

37 唐新牌唐新胶囊 卫食健字 (2002)第 0382 号 蓬莱深奥生物科技研究所 含格列美脲、格列本脲 200618128

38 利威牌康立舒胶囊 卫食健字 (2000)第 0065 号 陕西利威尔制药有限公司 含格列本脲 2006110119

注 :以上有 31 个保健食品因违法添加化学合成药物而撤销批准证书 ,7 个保健食品因夸大宣传而撤销批准证书。

消息

葡萄酒新标准由推荐性改强制性

经过修订的葡萄酒国家标准将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在生产领域实施 ,并由推荐性国家标准改为强制性

国家家标准。修订增加了按含糖量对葡萄酒进行的分类。

修订后的标准由推荐性标准改为强制性标准 ,以规范葡萄酒产品市场 ,提高此类产品质量水平。对于

业界普遍关注的年份葡萄酒、品种葡萄酒和产地葡萄酒 ,新标准即《葡萄酒》( GB 15037 —2006) 给出了定义 ,

并按色泽将葡萄酒分为白葡萄酒、桃红葡萄酒和红葡萄酒 ;按含糖量将葡萄酒分为干葡萄酒、半干葡萄酒、

半甜葡萄酒和甜葡萄酒 ;按 CO2 含量将葡萄酒分为平静葡萄酒和起泡葡萄酒。

干葡萄酒指含糖 (以葡萄糖计) ≤4 gΠL ,或者当总糖与总酸 (以酒石酸计) 的差值 ≤2 gΠL时含糖最高为 9

gΠL的葡萄酒 ;半干葡萄酒是指含糖大于干葡萄酒 ,最高为 12 gΠL ,或者当总糖与总酸的差值 ≤2 gΠL时含糖最

高为 18 gΠL的葡萄酒。半甜葡萄酒指含糖量 > 半干葡萄酒 ,最高为 45 gΠL的葡萄酒 ;甜葡萄酒指含糖 > 45 gΠL
的葡萄酒。平静葡萄酒指 20 ℃时 CO2 压力 < 0105 MPa 的葡萄酒 ;起泡葡萄酒指 20 ℃时 CO2 压力 ≥0105 MPa

的葡萄酒。新标准还将特种葡萄酒纳入规范之列 ,特种葡萄酒理用鲜葡萄或葡萄汁在采摘或酿造工艺中使

用特定方法酿制而成的葡萄酒 ,包括利口葡萄酒、葡萄汽酒、冰葡萄酒、贵腐葡萄酒、产膜葡萄酒、加香葡萄

酒、低醇葡萄酒、脱醇葡萄酒和山葡萄酒 9 种。值得注意的是 ,新标准的“术语和定义”属强制性条款 ,其含义

如年份葡萄酒的年份必须是指葡萄采摘的年份 ,甜葡萄酒必须是含糖量 > 45 gΠL的葡萄酒等。

原葡萄酒标准为 1994 年发布的推荐性国家标准。新标准改为强制性标准并增加了根据含糖进行的分

类和感官分级评价的描述。卫生指标按强制性国家标准《发酵酒卫生标准》执行 ,总酸以实测值表示 ,还增

加了柠檬酸、铜、甲醇、防腐剂限量指标以及净含量的要求。新标准要求 ,所有产品中均不得添加合成的着

色剂、甜味剂、香精、增稠剂。理化指标属强制性条款 ,有酒精度、总糖、干浸出物、挥发酸、柠檬酸、CO2 、铁、

铜、甲醇、苯甲酸或苯甲酸钠、山梨酸或山梨酸钾 11 项指标。

新标准将葡萄酒分为优、优良、合格、不合格和劣质品 5 个等级 ,分级的要求在资料性附录中 ,不发布强

制性条款。2008 年 1 月 1 日后 ,凡在保质期内的葡萄酒 ,允许在市场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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