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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标签不完整 消费者可依法索赔
去年6月，消费者廖先生一

家在便利店购买了24瓶美国进
口的某摩卡咖啡饮料，共计384
元，当时该产品的包装上有中文
标示，标示了品名、成分、净含
量、产地、有效期和经销商。

廖先生购买食用后，认为上
述产品的外包装标示违反相关
法律规定，遂以买卖合同纠纷为
案由诉至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请求判该便利店老板刘先生向
他退回购物款384元并赔偿10
倍价款3840元；同时赔偿其损
失费3150元等。

庭审中，刘老板觉得委屈，
称“包装上标注了说明，产品不
是假冒品，而且经过有关部门检
验合格才卖”。

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中文标签上没有标示“生产日
期”和“储存条件”，违反法律规
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或销售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
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销售
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

金。”法院判刘老板退款并按产
品十倍价格3840元赔偿。刘老
板不服，提起上诉。

案例分析

对于这起案子，市中级人民
法院认为属买卖合同纠纷。按
照《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条规
定，进口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
说明书等，没有的或说明书不符
合规定的不得进口。

那么，中文标签上具体都应
该显示什么？按照《食品安全

法》第四十二条，标签应当标明
（一）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
期；（二）成分或者配料表；（三）
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四）保质期；（五）产品标准代
号；（六）贮存条件；（七）使用的
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
用名称；（八）生产许可证编号；
（九）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
准规定必须标明的其他事项。

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
的咖啡饮料外包装的中文标签
上未注明中文生产日期和贮存
条件，据此，法院认为该行为属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损害消费者
权益的情形”，据此酌定刘老板
应向廖先生退还货款384元并
承担赔偿三倍价款1152元的赔
偿责任。

对于廖先生说的十倍赔
偿，法院认为虽然包装说明存
在瑕疵，但并不能证明该饮料
对人体有危害健康问题，因此
并不属于《食品安全法》第九十
六条规定，原审对此问题的认
定应予以纠正。 （整理）

本报讯 张琪 北京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监督检查
工作中发现“富老三”酸菜等4种
食品不合格，现决定对不合格产
品在流通领域采取停止销售措
施，名单予以公示。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提醒消费者：凡已购买下列不
合格批次产品的消费者可凭购
物小票和外包装向销售单位要
求退货。

序号

1

2

3

4

样品名称

双胞胎素食
（调味面制品）

蜀溢香老坛泡笋尖
（野山椒味）

大福乐开胃丝

富老三酸菜

商标

徐师傅

蜀溢香

大福乐

富老三

规格
型号

148g/袋

120g/袋

118g/袋

500g/袋

生产日期
/批号

2015/4/7

2015.03.19

2015.03.16

2015.02.01

标注生产单位名称

开封市徐师傅
食品厂

四川?绵阳福来源
食品有限公司

汝州市湘汝食品厂

沈阳市添旺食品有
限公司

不合格项目（标准值/实测值）

甜蜜素g/kg（≤1.6/3.1)

亚硫酸盐（以二氧化硫计）g/
kg(≤0.1/0.18)

环己基氨基磺酸钠（以环己基氨
基磺酸计）g/kg(≤1.6/2.2)

亚硫酸盐（以二氧化硫计）g/kg
（≤0.1/0.23)

抽样地点

北京齐星惠好
超市

北京鑫润万家
超市

北京齐星惠好
超市

北京嘉朋达商贸
有限公司

维维权动态

天气炎热，冰爽的各类茶饮料
成为消费者首选的日常饮品。“100%
原叶泡制”、“回甘就像现泡”是各大
茶饮料品牌纷纷打出来的竞争标
语，真的就像商家广告词里所说那
样？什么是茶饮料？经过一道道加
工程序，茶饮料与茶有什么不同，天
然营养成分究竟还存留多少？专家
介绍，消费者如果不知道如何选购
茶饮料，可以好好看看饮料标签中
茶多酚的含量。

按照国家标准，茶饮料被定义
为：将茶叶用水浸泡，经抽提、过滤、
澄清等工艺制成的茶汤、提取液、浓
缩液、速溶茶，再加入水、糖液、酸味
剂、食用香精、果汁、乳制品、植物的
提取物等调制加工而成的液体饮
料。其中包括我们熟悉的红茶、绿
茶、花茶、奶茶、果味茶等。

据专家介绍，任何一道工序都
可能损害或改变茶叶的天然成分。
经工业化生产的茶饮料，茶多酚、维
生素C等茶叶主要营养成分都有所
降低。茶多酚易与香精中的生物碱
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影响茶饮料的
色泽，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往往要处

理掉一定量的茶多酚。另外，饮料
中不可避免地加入香味剂和保鲜剂
等添加剂，这些综合起来都使得茶
饮料的营养价值无法与直接冲饮的
茶相比。

在《茶饮料》国家标准中，对茶
多酚含量作出了严格规定：要求茶
饮料中茶多酚的含量≥300mg/kg，
其中绿茶茶多酚含量应≥500mg/kg，
乌龙茶的茶多酚含量≥400mg/kg。
调味茶饮料如碳酸类茶饮料，仅要
求茶多酚≥100mg/kg。因此，茶多
酚含量低于这个标准，则只能被归
为茶味饮料类。

温馨提示：茶饮料不宜多喝

专家表示，虽然多数商家称茶
饮料属于健康饮品，但由于茶饮料
中含有咖啡因 40~60mg/kg（淡茶
型），还有很多茶饮料都含糖，因此
并不适宜解渴，大量饮用对健康无
益，仅可作为调解口味时适量饮
用。同时，茶味饮料也不具备茶叶
降胆固醇、利尿、解毒等功效。

（综合）

“富老三”酸菜等4种不合格食品下架

■ 消费提示

选购茶饮料
关键看茶多酚含量

小心水产品里的
“注胶术”

本月中旬，温州、昆明等全国多地
水产市场里，消费者买到被注了不明胶
状物的“注胶虾”，引发公众对水产品食
用安全的担忧。随后，各地市场监管部
门开始“拉网式”大检查，重点关注市场
上的“注胶食品”。事实上，“注胶货”并
非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3年前，天津
市场就曾查出过，而最早的消费者投诉
甚至能追溯到2009年。

记者调查发现，虾、海马、海参是
“注胶”重灾区，专家提醒不仅要关注造
假行为，更要警惕工业明胶。记者近日
从水产市场、上游水产品加工经销商调
查采访了解到，商贩多选择价格较高、
体型较大的虎虾、斑节虾等，注入食用
卡拉胶进行增重，每公斤“注胶虾”至少
可额外获利43元，增收近三成。

而除“注胶虾”外，这门“注胶术”已
向海马、海参等名贵水产品蔓延，甚至
已经成为业内的“潜规则”。商贩按10%
左右比例给海马打胶增重，每公斤“注
胶海马”可多赚349元～549元。

专家提醒，诸如“注胶虾”、“注胶海
马”、“注胶海参”不仅是一种造假行为，
更需要警惕的是，不法商家还可能使用
廉价的、含多种重金属的工业明胶，恐

带来致癌隐患。

如何分辨“注胶”水产品

察闻法：
虾类等水产品死亡后，腹腔和身体

部分会变软，如肚子特别鼓胀，且捏起
来发硬，就得当心是否被“注胶”加工
过。烹饪时可沿腹腔部分剖切，观察虾
体内尤其是头部连接部分有无透明胶
状物质流出。

加热法：
在高温烹饪中，也能辨别出添加胶

质的类别。专家介绍，工业明胶作为一
种特殊的凝结剂，加热时会产生类似化
学试剂的刺鼻味，蒸煮时也不易溶解于
水。所以，消费者如果在烹饪中发现水
产品产生异味，胶质不易溶解的，可能
添加了有害的工业明胶，勿食用。

水浸法：
对海马等干货产品，观察其腹腔部

位是否有与体型不符的鼓胀痕迹，或看
尾部是否有针孔注射痕迹。而海参则可
直接在水中发泡，优质海参能发泡至15
倍，“注胶海参”只能浸泡到3倍左右。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