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某购买的花生包装上标
注的能量和脂肪含量均远远低
于实际检测值，为此他起诉超市
要求退还货款8280元，同时十
倍赔偿82800元。因超市出售
的商品存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情形，一审法院支持了杨某
的诉讼请求。超市不服提出上
诉，称食品标签标注的营养成分
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
日前，北京市二中院二审维持了
原判。

标注成分有误

2016年7月26日，杨某在北
京某超市花8280元购买了720
袋花生。在花生包装所标注的
营养成分表中，注明能量为

1571千焦/100g，脂肪含 29.9g/
100g。但经某食品安全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检测，能量值为
2484千焦/100g，脂肪含量为
46.3g/100g。为此，杨某起诉要
求商场退还8280元货款，并赔
偿 82800元，同时支付检测费
900元和诉讼费。

一审判决杨某向超市退还
717袋花生，同时超市退还杨某
8280元货款和82800赔偿款并
支付900元检测费。判决后，超
市提出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
决，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

超市表示，《食品安全法》规
定了不适用十倍价款赔偿的例
外情形，即“食品的标签、说明书
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
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涉案

食品实际的营养成分超过了其
标注的营养成分数值，仅能说明
食品的预包装标签不规范，应当
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依职
权责令生产者或销售者进行整
改，重新标注标签后还可以再进
行销售，不能证明存在食品安全
问题。涉案食品标签标注的营
养成分存在瑕疵，不影响食品安
全，而且该瑕疵也不足以对消费
者构成误导，据此一审判决超市
支付十倍赔偿于法无据。

二审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认为，《食品安全
法》第26条、第71条规定，食品
安全标准应当包括对与卫生、营
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

标志、说明书的要求，食品和食
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
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
防、治疗功能。

根据《预包装食品营养标
签通则》规定，预包装食品营养
标签标示的任何营养信息，应
真实、客观，不得标示虚假信
息，不得夸大产品的营养作用
或其他作用。此外，在产品保
质期内，食品的能量和脂肪的
允许误差范围不超过120%的
标示值。

本案中，食品能量的检测
结果大于产品标示值的120%，
脂肪的检测结果大于产品标示
值的120%，涉案食品标签标示
的能量、脂肪的含量有误，故属
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超市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
在采购涉案食品时履行了法定
的进货查验义务，故应认定为
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

判决书指出，如果消费者
能量摄入过高、脂肪摄入过高，
会对消费者身体产生慢性危
害。涉案食品经检测其营养成
分中能量、脂肪的实际含量远
远超过其标签标示的数值，会
对消费者就涉案食品中能量、
脂肪的含量在认识上产生误
导。因此，涉诉食品标签错误
不属于《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不
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
造成误导的标签瑕疵。据此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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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权动态

■ 典型案例

标签信息有误 超市被判十倍赔偿

■ 辟谣干线

1月22日，在福建省仙游县
度尾镇经营超市的侯某收到市
场监管部门送达的罚单，其被没
收“铁观音”茶叶4包和违法所
得1元，对侯某经营无标签的预
包装食品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5000元。

据悉，2017年12月6日，仙
游县度尾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
人员依法对度尾镇后埔村的某
生鲜超市进行检查，发现该经营
场所柜台上摆放有“铁观音”茶
叶4包，外包装上均未标注任何
标签。侯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有关
规定，于当日被立案调查。

经查明，侯某销售的“铁观
音”茶叶是于2016年12月份由
一上门推销商进货的，共购进该
“铁观音”茶叶5包（进货价是2
元/包，销售价是3元/包），这些
“铁观音”茶叶外包装均未标注
任何标签。至被查时，侯某销售
“铁观音”茶叶1包，还剩下4包
被执法人员当场查扣。侯某违
法经营货值为15元，获利1元。

执法人员认为，侯某经营的
“铁观音”茶叶属于无标签的预
包装食品，其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
四条第（十一）项的规定，属于
“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的
行为。侯某未查验供货者的许
可证、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及
未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制
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
一款的规定，属于“食品、食品添
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
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的违法
行为。

仙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二）项、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
第（三）项之规定，对侯某作出该
行政处罚。对侯某未查验供货
者的许可证、相关证明文件的违
法行为，给予警告，并责令其立
即改正。

啤酒是指以麦芽、水为主要原料，
加啤酒花（包括酒花制品），经酵母发
酵酿制而成的、含有二氧化碳的、起泡
的、低酒精度的发酵酒。

啤酒含有营养物质，但饮用
要适量

研究表明，啤酒中含有糖类、蛋白
质、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等营
养物质。1972年第九届世界营养食品
会议推荐啤酒为营养食品，被喻为“液
体面包”。啤酒可提供热量，1瓶原麦
汁浓度为12?P的啤酒（以500毫升
计）热量约为900焦耳，相当于250克马
铃薯的发热量。此外，啤酒酿造所使
用的麦芽、酵母及酒花均为有利于人
体健康的物质。

啤酒中含有酒精，大约在3%~5%，
但是大量摄入啤酒后，可能会造成酒
精中毒。因此，啤酒需要依据个人自
身情况适量饮用。《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2016版）建议，男性每天的饮用量
不超过750毫升，女性每天的饮用量不
超过450毫升为宜。

搬运、保存及开启啤酒要正确

啤酒为含气带压产品，尤其是采
用玻璃瓶包装的啤酒产品，在搬运过
程中要避免激烈碰撞，应在低温环境
下贮存（低温贮存可以有利于维持啤
酒的良好风味）。开启时也要注意安
全，需注意开启方式和方法，避免剧烈
碰撞，防止玻璃瓶爆炸伤人；也应避免
高温曝晒而导致爆瓶伤人。

啤酒饮用温度有要求

建议啤酒的饮用温度以10~15℃左
右比较合适。淡色啤酒适宜于温度低些饮
用，浓色啤酒和黑啤酒适合于稍高些温度
饮用。饮用温度过高，会使酒内的二氧化
碳快速溢出，酒体缺乏杀口力，酒味苦重而
平淡；饮用温度太低，会使人感觉麻木，一
些啤酒的特有挥发性香味成分无法显现。

啤酒饮用的其他注意事项

患病和服药期间，饮用啤酒应谨慎，
应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并咨询医生。

不建议未成年人和孕妇饮酒。因
为未成年人及胎儿正处于生长发育阶
段，啤酒中的酒精在一定条件下会对
身体产生负面影响。

近日，安徽省食药监管局发布十
一则消息，破除食品谣言，告诫消费
者切勿轻信和转发。下面是节选的
九则。

谣言一：兰州拉面使用拉面剂可
致癌

事实真相：目前兰州市场使用的
是由高校以及相关企业研制的拉面
剂，已通过相关安全认证。

谣言二：砂锅粥被“加料”致癌
事实真相：为了改善粥类食品的

口感或让其保持较好的粘稠状态，
食品生产经营者通常会在粥类食品
中使用增稠剂。专家认为，只要按
规定使用增稠剂是不会对人体造成
危害的。

谣言三：有人在猪肉里掺老鼠肉
事实真相：网传文中出现的肉，其

实是网友将个人家中打回的野味误认
是饭店用老鼠肉做菜。

谣言四：蛋黄派和榴莲酥是垃圾
食品之“王”

事实真相：相关报告显示，中国人
平均每天吃的反式脂肪酸是0.39克，
通过膳食摄入的反式脂肪酸所提供的
能量占膳食总能量的百分比为0.16%，
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值（小于
1%）。所以只要控制好反式脂肪酸的
摄入量，不需要过于焦虑。

谣言五：统一奶茶主要成分是氢
化植物油

事实真相：统一阿萨姆奶茶的配
料表里确实标明含有氢化植物油，但
是配料表里也标明含有脱脂奶粉，不
存在欺骗消费者产品中含乳却用其他
食品添加剂冒充奶粉的情况。而对于
氢化植物油与植脂末的担忧其实在于
它们中含有的反式脂肪酸，专家表示，
我国反式脂肪酸供能比低，消费者无
需谈“酸”色变。

谣言六：蛇果上一刮全部都是蜡
事实真相：根据我国规定，可以将

吗啉脂肪酸盐（又名果蜡）、巴西棕榈
蜡等作为被膜剂用于新鲜水果表面。

如果担忧健康问题，可削皮食用苹果，
如不愿意削皮，用适宜温度的热水冲
洗即可去除。

谣言七：每日喝可乐=慢性自杀
事实真相：可乐属于高糖分饮料，

大量饮用确实对高血糖、高血脂等特
定人群有危害，但并非会变成“慢性自
杀”的主凶。

谣言八：被涂避孕药的黄瓜吃了
会绝育

事实真相：人们常说的避孕药是
动物激素，对植物性的黄瓜生长没有
任何作用，不可能使用在黄瓜上。

谣言九：果粒橙含有美国禁用农
药多菌灵

事实真相：2012年1月中旬，可口
可乐在其美国产品中发现巴西果农为
果树喷洒的杀真菌剂多菌灵，其在欧
盟和橙汁原料产地巴西是允许使用
的，只要不超量对人体是完全无害的。

美国和中国将产品送检后，结果
均显示没有问题。

关于啤酒的消费提示

揭示九则食品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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