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口的东西关乎生命健
康，学会维权，共同保护“舌尖
上的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权
利和义务……近期，山东省青
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消费
者起诉某商场出售不安全食品
的维权案件作出二审判决，消
费者要求商场返还货款并赔偿
货款十倍的损失，最终法院判
决消费者胜诉。

消费者董先生从青岛某商
场购买的鱿鱼丝包装袋上标明
该产品使用了添加剂琥珀酸二
钠和甘氨酸，而按照《食品添加
剂使用标准》，这两种添加剂的
使用范围不包括鱿鱼丝，董先
生遂以购买的鱿鱼丝含有不应
有的食品添加剂为由将某商场
起诉至莱西市人民法院。一审
法院受理案件后，因被告商场
未应诉和答辩而进行了缺席审
理，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

鱿鱼丝超范围使用添加剂，因
而是不安全食品，判决被告返
还原告货款并赔偿货款十倍的
经济损失。

青岛某商场不服一审判
决，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列出了三条理由：一、
涉案鱿鱼丝包装袋由于印制企
业的失误而错误标注了食品添
加剂，包装袋内的实物并不含有
这两种添加剂；二、该鱿鱼丝无
毒无害对人体不会造成急性或
亚急性或者慢性损害，因而是安
全产品；三、原告起诉以营利为
目的，不是正当消费者。双方围
绕这三点展开了激烈辩论。

青岛中院审理此案的合议
庭法官们围绕这小小的鱿鱼丝
和看不见摸不着的添加剂展开
了研究，还请来了食品安全专
家一起讨论，最终经审理查明：

一、涉案鱿鱼丝的包装袋

明确印着该食品含有添加剂琥
珀酸二钠和甘氨酸，商场称此
系印刷错误，不能令人信服。
法院认定食物中含有这两种添
加剂。国家相关标准明确规定
了琥珀酸二钠和甘氨酸的适用
范围，鱿鱼丝不在该范围之内，
因而涉案食品是超范围使用添
加剂。法院认为，食品安全标
准是强制性标准，食品添加剂
的使用范围是食品安全标准的
重要内容，违反食品添加剂使
用范围就是违反食品安全标
准，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就是不安全食品。

二、商场称涉案食品不会造
成急性或亚急性或者慢性损害，
可是却没有证据证明涉案食品
不具有慢性危害。现实生活中，
滥用食品添加剂所导致的危害
很多都是使用相当长时间后才
表现出来，所以法院认为违反食

品安全标准，滥用食品添加剂就
无从保障食品安全。

三、关于商场称董先生的
维权以营利为目的，不是正当
消费者的问题，法院认为，董先
生提起本案诉讼即使以营利为
目的，但是其行为同时具有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净化市场的
作用，法律数倍赔偿的规定就
是对这类行为的褒奖和对生产
销售商家的惩罚。商场和生产
厂家若要杜绝这样专门“找茬”
的消费者营利，最好的办法就
是不生产、不销售不安全食
品。经审理，法院二审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鱿鱼丝案尘埃落定，案件
不大，却包含着与每一个消费
者息息相关的消费维权知识
——购买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产品可以索赔，这是每个
消费者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
条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受到损害的，可以向
经销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
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
消费者的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
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
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产者责
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
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
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
偿。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
食品安全的食品，消费者除要
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
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
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
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
为1000元。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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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疵的除外。” （大众网）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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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权动态

鱿鱼丝里含超范围添加剂 消费者索赔

■ 权威回应

水果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春节
期间水果也是年货界的主力。吃了
这么多年水果，你一定被这样的问题
困扰过：怎么挑选安全水果？反季水
果好不好？水果上的农药怎么洗
掉？……掌握下面的消费提示就不
会再被困扰了。

如何购买安全的果蔬？

一是进行感官鉴别。看色泽，各
种蔬菜水果都具有本品种固有的颜
色，有光泽，显示蔬菜水果的成熟度
及鲜嫩程度。嗅气味，多数蔬菜水果
具有清香、甘辛香、甜酸香等气味，不
应有腐败味和其他异味。尝滋味，多
数蔬菜水果滋味甘淡、甜酸、清爽鲜
美，少数具有辛酸、苦涩的特殊味道。

二是尽量到大型批发市场、超市
及大型农贸市场等地方购买。

三是建议消费者购买质量安全
认证的蔬菜水果。目前我国农产品
认证的品牌农产品有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

如何去除果蔬中的农药残留？

流水冲洗加浸泡法：蔬菜水果污

染的农药品种主要是有机磷杀虫剂，
有机磷杀虫剂难溶于水，此种方法仅
能除去部分污染的农药。但水洗是
清除蔬菜水果上其他污染物和去除
残留农药的基础方法，主要用于叶类
蔬菜，如菠菜、金针菜、韭菜花、生菜、
小白菜等。方法：一般先用水反复冲
洗掉表面污染物，然后用清水浸泡15
分钟后再用流水冲洗两三遍。可以
加入少量果蔬清洗剂以增加农药的
溶出。

流水冲洗加碱水浸泡法：有机
磷农药在碱性环境下会迅速分解，
是去除该污染的有效措施，可用于
各类蔬菜瓜果。方法：先将蔬菜水
果表面污物冲洗干净，浸泡在碱水
中（一般500毫升水中加入碱面5~
10克）5~15分钟，然后用清水冲洗
3~5遍。

去皮法：蔬菜瓜果表面农药量相
对较多，削去皮是一种比较好的去除
残留农药的方法，可用于苹果、梨、猕
猴桃、黄瓜、胡萝卜、冬瓜、南瓜、西葫
芦、茄子、萝卜等。

储存法：农药在存放过程中能够
随时间缓慢地分解。所以对于南

瓜、冬瓜等易于存放的瓜果蔬菜可
通过一定时间的存放来减少农药残
留量。

加热法：氨基甲酸酯类农药随着
温度的升高，可加快分解。所以对一
些蔬菜瓜果可通过加热去除部分农
药。方法：用清水将表面污物洗净，
放入沸水中2~5分钟，然后再用清水
洗1~2遍。

削去腐烂部分的水果可食用吗

当水果受到损伤或保存不当时，
一些病原微生物会侵入其中，导致腐
烂、变质。

对于病原微生物侵入后造成的
水果局部腐烂、变质，肉眼很容易看
到。而对于水果在腐烂、变质过程
中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肉眼无法
看到。

水果尚未发生病变的部分会受
到这些有毒、有害物质的侵染，食用
后难免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某些真菌毒素甚至能致癌。因此，
已部分腐烂的水果，削去腐烂部分
后剩下的部分即使看似好的亦不能
食用。

铁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
素，是红细胞内血红蛋白生成的重
要原材料。我们一定听到过一种说
法：炒菜时选用铁锅可以补铁，以防
治缺铁性贫血。很多人在做菜时还
会特地选用铁锅，希望通过这种方
法补铁。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央视有一个节目《这是真的么》
曾对此做过实验和调查。实验发
现，在同等重量同等时间的情况下，
用铁锅清炒番茄的铁含量是铝合金
锅所炒番茄的十几倍。食物与铁锅
接触的时间越长，面积越大，食物的
酸度越高，进入食物中的铁就越
多。从实验来看，用铁锅炒菜确实
可以使菜里的铁含量增加。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
食品安全系副教授范志红表示，用
铁锅炒菜，菜里的铁是三价铁，属于
非血红素铁，人体对其吸收利用率
很低，在3%以下，这点铁量对于人
体实际所需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人
体能吸收的血红素铁，也就是常说
的二价铁，主要存在于牛肉、猪肉、
羊肉等红肉类食物、动物肝脏中，所
以说“铁锅炒菜能补铁”这句话是不
科学的。

铁锅中的铁利用率不高，可以
由以下事实来证明，那就是从两千年前到几
十年前，大部分国人煮饭做菜烧水都用铁锅，
但贫血者仍然众多。

最近30年来，除了炒菜之外，国民大部分
烹调器具改用不锈钢等材料，但我国居民贫
血率大幅度下降，这是因为红色肉类中的血
红素铁摄入量不断上升。而且，国内外没有
任何一项研究显示，靠铁锅溶出铁的方式能
解决人体的贫血问题。

很多厨师认为，无论用什么锅炒菜，都不
如用铁锅炒出来好吃。范志红表示，这很大
程度上与铁元素催化氧化的作用有关。因为
烹调中的一些风味物质是在炒菜高温下发生
氧化反应而形成的，铁会促进氧化。

正因为如此，用铁锅烹调会增加抗氧化
物质的损失。铁离子还会与食物中的多酚类
物质发生反应，生成颜色较深的复合物。所
以，水果不宜用铁锅来煮，各种有色豆类如红
豆、绿豆等也不宜用铁锅烹制。

范志红还指出，在用餐时补充一点维生
素C，能促进对食物中铁的吸收。

因买到变质火腿肠，消费者田先生向市场监管
部门投诉，最终获得100元赔偿。

田先生日前在厦门市集美区一家超市购买了1
捆售价10元的双汇火腿肠，其家人食用后，出现食
物中毒。田先生怀疑火腿肠过期，仔细查看外包装
后，发现已拆封食用的火腿肠还在保质期内，但未食用
的火腿肠有的已变质。他找到商家要求赔偿，但双方
协商未果。田先生拨打12315热线，要求维护合法权
益。执法人员前往该超市调查发现，田先生所述情况
属实。执法人员对超市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经调
解，商家最终赔偿田先生100元。

反季水果怎么吃？怎么洗？铁
锅
炒
菜
并
不
能﹃
补
铁
﹄

■ 典型案例

■ 消费提示

食品变质 买家获百元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