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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製藥確認1死者
曾涉服紅麴保健品約3年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小林製藥的問題紅麴營
養品事件愈演愈烈。藥廠昨日承認，一名服用
該公司含紅麴成分保健品的消費者因腎臟疾病
死亡，目前正在調查其死亡與服用上述保健品
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有傳媒指藥廠早在一
月中已收到有人食用後不適的報告，但相隔兩
個月才宣布回收，日本消費者廳要求小林製藥
重新檢驗產品並提交報告。小林製藥的紅麴原
料同時供應給逾50間公司，更多公司陸續宣布
回收懷疑有問題的產品。

涉「出事」批次 正查有否因果關係
小林製藥昨日（26日）更新呼籲消費者停止

使用該公司含紅麴成分相關產品和回收產品的
通知。該通知稱，一名消費者生前服用該公司
含紅麴成分的保健品紅麴膽固醇顆粒。
通知指，已確認這名已故消費者在2021年4

月至2024年2月的大約3年內，持續購買紅麴
膽固醇顆粒。目前公司正在調查他的死亡與服

用上述保健品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該公司
於上周五（22日）公布一批可能存在此前「意
想不到」成分的紅麴相關產品生產編號，這名
已故消費者購買的產品位列其中。
據日本共同社26日報道，小林製藥新收到了
約50人服用含紅麴成分保健品後住院的報告，
預計這一數字還將進一步上升。據分析報告
指，今次事件起因，懷疑是因為部分「紅麴」原
料中含有與黴菌生成的成分類似的「不明物
質」，導致部分人服用後出現過敏反應。多間
大學研究室目前正與小林製藥合作，徹查相關
物質與消費者健康狀況的關聯性。
除了自家商品外，小林製藥亦有販售紅麴原
料予其他食品製造商，包括日本、台灣地區等
的52家公司，已通知相關店舖回收下架。據
悉，日本地區受影響店舖包括以紅麴作為原料
的大塚食品「紅豆腐」，目前已經收回700份商
品；竹屋一款紅麴味噌，回收約750份；愛知
縣「甘強酒造」出產的紅麴梅酒亦已宣布回收。

含問題紅麴清酒 香港竟有售
香港文匯報訊 小林製藥生產的紅麴僅

保留約兩成自用，另外約八成則供其他製
造商生產不同的產品，其中一款日本公司
「寶酒造」生產的有汽清酒「澪」亦含該
紅麴，且香港亦有售，日本已宣布回收。
「寶酒造」前日宣布今年1月底起，以

期間限定方式在各大超市和便利店發售的
300毫升及750毫升「松竹梅白壁藏『澪
（みお）』PREMIUM〈ROSE〉」，共
約9.6萬支，而該款酒使用了小林製藥公告
回收的紅麴原料作為着色劑。「寶酒造」
稱暫未收到有消費者飲了該款酒後不適。

詫異大藥廠都出事
顧客：以後會小心買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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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製藥「出事紅麴保健品」可網購 藥劑師促增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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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藥妝店可以找到的日本水貨藥。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在從正規途徑進口的藥物標有香港藥
物註冊編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日本牌子」藥
品或保健品是不
少人的心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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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林製藥涉事的其中三款產品。

◆其中一款
含有問題紅
麴的清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港人生
活步調匆忙，且多以外出用餐為主，每
當覺得自己缺乏某種營養素，或者有些
病痛時，總喜歡購買保健品補充。但是
對於相關藥品是否受到監管或者註冊，
市民是否有留意呢？有市民表示，平時
自己會到藥房自行購藥，不會留意藥品
是否有香港藥物註冊編號。更有市民
說：「從來都無想過保健品會食死人，
以後都會小心買藥啦。」
不少市民或者旅客都會到藥房或者藥

妝店購買保健品，以強身健體。做文書工作的徐
女士表示，由於久坐於辦公室，長時間面對電腦
屏幕及自己運動量不足，自己的健康狀況日漸衰
退，「有時眼痛、手痛，都好擔心自己身體，希
望可以透過外來藥品來強身健體。」她曾在朋友
的推薦下，赴日旅行時或者到香港的藥房購買保
健產品，大多數功能以護眼、護肝為主，在服用
過後，自我感覺身體狀況好轉。
徐女士指出，自己從來未有留意保健

品是否有香港註冊編號，但是她在關注
今次小林製藥新聞後，很詫異原來所謂
的大藥廠，保健品都會發生食品安全問

題，「從來都無想過保健品會食死人，
以後都會小心買藥啦。」她期望政府可
以加強監管，「我哋點會識邊啲藥品係需
要註冊，以為有政府認可的藥店，發售
的藥物就不會出事。」
此外，來自深圳的訪港旅客李小姐表

示，自己今次來香港是特意幫朋友購買
藥物，如太田胃散、雙飛人等，花費約
一千多元，她也會購買日本的保健品，
「因為查看小紅書推薦，曾在港購買一
些維他命，來輔助身體健康。」

深圳客：更關注成分 會先問藥劑師
過往她並不擔心在香港購買藥物會出現問題，
「香港（代理）品牌比較有口碑，有保證。」但
是得悉今次事件後，她認為，會在日後關注保健
品的成分，以及詢問藥劑師或者營養師的意見，
「這樣比較謹慎，其實就算是保健品，是藥三分
毒，還是別吃太多藥比較好。」

日本小林製藥多款含紅麴成分的保健食品，被指導致多名消費者

食用後出現腎臟疾病等問題，相關症狀住院人數急增至約76人。

小林製藥昨日公布，一人食用有問題的保健品3年，近日因腎病死

亡，目前正調查是否有因果關係，公司呼籲民眾停止服用受影響產品。小林製藥香港分公司昨日

指，香港沒有進口涉事保健品，但市面可能有店舖以「水貨」形式售賣。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巡

視多間藥妝店，發現日本品牌的水貨胃藥、感冒藥等充斥市面，聲稱是「保健食品」，故未有在

港註冊。而在香港網站平台上，記者發現有涉事保健食品以集運形式銷售到港，更有一些含有受

管制毒藥成分的成藥，繞過香港衞生署註冊制度網購到港。香港有藥劑師認為今次小林製藥事件

突顯保健食品的品質漏洞，建議特區政府加強抽查，以及規管市面上有售賣藥物的「藥房/藥妝」

或者網站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小林製藥香港分公司昨日表示，沒有進口和銷售
涉事的紅麴保健品，但市面上可能存在一部分

平行進口，即俗稱的「水貨」，建議消費者停止服用
相關產品，公司又對事件為大眾帶來擔憂致歉。

日水貨藥聲稱不含受管制成分
由於「水貨」保健品並非經由代理流入香港市
面，要進行源頭追蹤及回收也困難，這是「水貨」最
大問題。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尖沙咀多間藥妝以及
藥房巡視，雖然並沒有發現相關涉事的保健產品，但
發現日本水貨藥物，或者自稱「保健產」的產品相當
氾濫，種類繁多，眼藥水、胃藥、感冒藥都有，但根
據包裝盒說明，它們聲稱成分不含受管制毒藥，所以
無須獲得香港藥物註冊編號。
至於香港網購平台更為寬鬆，涉事有問題的紅麴
保健食品仍然有售，售價245港元，可通過集運形式
訂購，從日本通行無阻運送至香港。
同時，香港文匯報記者亦發現，其他含受管制成
分、要在香港註冊的藥劑製品，在該平台以「水貨」
形式售賣給香港消費者，包括日本熱賣藥品——白
兔牌「EVE」系列止痛藥，以及大正製藥「黃金A綜
合感冒藥」，分別售賣57港元以及105港元。兩款
水貨藥物都未在香港註冊，前者含有「布洛芬」(Ibu-
profen)成分，後者則含有「二氫可待因」(Dihydroco-
deine)成分，均屬「第一部毒藥」，銷售無註冊藥劑
製品已屬違法。

專家：保健品品質參差無王管
近年很多市民以調理身體、提高自身免疫力為
由，自行到藥房購買保健產品，但小林製藥事件突顯
「保健品」品質參差，卻無王管。香港醫院藥劑師學

會會長崔俊明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並不是所
有的藥物都需要註冊藥劑製品，尤其是保健品，「除
非在藥物成分中涉及包括止痛藥、抗生素以及類固醇
等，那便一定需要註冊。」
不過，他承認今次的相關保健藥物導致死亡個

案，香港可以作為警號，顯示有關部門必須加強抽查
產品，確保有效成分未變質，同時也應該加強公眾教
育，「很多人都聽售賣員講這個藥最好就買，其實都
是商業手法，並不是對消費者的身體負責。」
他建議市民購買相關保健品時，先諮詢醫生或者

藥劑師的意見，不要自行購買，避免「補身變傷身」
的慘劇發生。
他亦建議政府加強抽查保健食品，以保障其品質

及安全性，如檢查食物標籤上所載的說明是否含有虛
假或誤導成分，以及規管市面上的「藥房/藥妝」或
者網絡平台上的售藥，包括檢查店舖所出售的藥物，
是否出現有虛假的或不同於註冊時所批准的說明。

◆旅客李小姐表示
會在日後關注保健
藥的成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艾力 攝

▲涉事的日本小林製藥株式會社製造的「紅麴膽
固醇顆粒」在該平台以「水貨」的形式售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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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兔牌「EVE」系列止痛藥以水貨形式售賣，並沒有香
港藥物註冊編號。 香港網購平台截圖

▲大正製藥「黃金A綜合感冒藥」以水貨形式售賣，並沒
有香港藥物註冊編號。 香港網購平台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