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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辟 谣

餐馆使用标签不合法食品添加剂应如何处理？
【案情】

近期，某县市场监管局执
法人员在某餐馆检查时，发现
厨房操作间内摆有一瓶已开封
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复配着色
剂”，其外包装标签上无生产日
期和保质期。该餐馆负责人不
能提供采购此批食品添加剂的
票据和记录，执法人员依法当
场扣押了该瓶“复配着色剂”，
并进行立案查处。

【观点】

执法人员对此案提出了三
种不同的处罚观点。

第一种观点：按经营食品添
加剂未履行查验义务处罚。

该餐馆采购并使用食品添
加剂“复配着色剂”加工制作食
品，属于经营食品添加剂的范
畴，由于该食品添加剂的外包装
标签标识没有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不符合《食品安全法》有关食
品添加剂标签、说明书的规定，
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六十条
“食品添加剂经营者采购食品添
加剂，应当依法查验供货者的许
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如实
记录食品添加剂的名称、规格、
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
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
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
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
期限应当符合本法第五十条第
二款的规定”，符合《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
（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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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未按规定建
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
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的情
形，应当依据第一百二十六条第
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种观点：按采购使用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
处罚。

该餐馆采购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复配着色剂”，其外包装标签
没有标明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违
反了《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第
一款“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制定
并实施原料控制要求，不得采购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
料。倡导餐饮服务提供者公开加
工过程，公示食品原料及其来源
等信息”，符合《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食
品经营者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的情

形，应当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
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
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
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
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
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
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
直至吊销许可证……”的规定进
行处罚。

第三种观点：按经营标签不
符合规定的食品添加剂处罚。

该餐馆采购使用的食品添
加剂“复配着色剂”，其外包装标
签上无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违反
了《食品安全法》第七十条：“食
品添加剂应当有标签、说明书和
包装。标签、说明书应当载明本

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至
第六项、第八项、第九项规定的
事项，以及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
围、用量、使用方法，并在标签上
载明‘食品添加剂’字样。”以及
《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二
款“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
说明书应当清楚、明显，生产日
期、保质期等事项应当显著标
注，容易辨识”的规定，符合《食
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
款第（二）项“经营标签不符合
《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添加
剂”的情形，应当依据《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
定进行处罚。

【评析】

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
一是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同

于食品添加剂经营者。按照《食
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餐饮服
务提供者、食品添加剂经营者以
及食品生产者、食品销售者分属
不同的法律概念，根据《食品安
全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从事下列活动，应当遵守
本法：（一）食品生产和加工（以
下称食品生产），食品销售和餐
饮服务（以下称食品经营）……”
的规定，提供餐饮服务属于食品
经营的范围，不能简单地因该餐
馆使用食品添加剂“复配着色
剂”就认定其为食品添加剂经营
者，餐饮服务提供者与食品添加
剂经营者有明显的区别，因此第
一种观点是错误的。

二是食品安全标准与食品
添加剂标签规定不同。该餐馆

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复配着色
剂”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
规定，并不能视为其使用了“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
剂。食品标签标准应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
签通则》，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
标识则无明确的标准规范。该
食品添加剂“复配着色剂”是否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还需要对其
进行检验检测。认为该餐馆采
购使用了不符合规定的食品添
加剂等于采购使用了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显然
不正确。

另外，食品原料不包括食品
添加剂。《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
十条规定，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
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
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
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
的物品。食品添加剂指为改善
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
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
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
物质，包括营养强化剂。可见，
“食品”的含义包括 “食品原
料”，而“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及
食品原料” 的法律定义不同。
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
的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采
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原料”，则不包括“食品添加剂”。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该餐馆
采购并使用标签不符合《食品安
全法》规定的食品添加剂，加工
制作成食品提供给消费者食用
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据《食品安
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
规定进行处罚。（中国医药报）

亚铁氰化钾作为食盐抗结剂，是
一种合法的食品添加剂，亚铁氰化钾
并不会给人体带来伤害。其化学性
质稳定，在烹饪过程中不会释放有毒
的氰化物

最近，一篇《盐里面加进了亚
铁氰化钾》的文章在网上流传开
来，文中称有一位老教授食用了添
加抗结剂亚铁氰化钾的食盐后，肾
脏受到严重危害。“食盐中添加的
亚铁氰化钾对人体有害”的传言已
经是炒作多次的旧话题了，此前流
传的文章还称“烹饪食物时，食用
盐遇高温有可能会使亚铁氰化钾
分解成氰化钾这种剧毒物质，在10
秒钟内能使人丧失意志，几分钟内
可以毒死一个人。”

那么，亚铁氰化钾究竟是什么？
食盐中是否添加了亚铁氰化钾？亚
铁氰化钾究竟有没有毒？

亚铁氰化钾，别名黄血盐钾、黄
血盐，是一种浅黄色单斜体结晶或粉
末，我国在盐中允许添加的食品添加
剂作为抗结剂使用的一共有5种，即
亚铁氰化钾、亚铁氰化钠、柠檬酸铁
铵、二氧化硅和硅酸钙。亚铁氰化钾
作为抗结剂加入食盐中，主要是用来
防止食盐结块。

亚铁氰化钾有毒吗？科信食品
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钟凯表
示，亚铁氰化钾作为食盐抗结剂，是
一种合法的食品添加剂，亚铁氰化钾
并不会给人体带来伤害。

我国在批准每种添加剂使用之
前，都要经过很多科学研究和数据支
持，包括急性毒性、慢性毒性，有没有
致畸、致癌等各种各样的毒性测试，
没有问题才会批准使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粮农
组织专家委员会的评估数据，成年

人每天至少摄入1.5毫克亚铁氰化
钾才会损害健康。按照我国国家标
准规定，食盐中的抗结剂亚铁氰化
钾的含量每公斤不得超过 10毫
克。按照这个标准来推算，每天要
吃150克的食盐，亚铁氰化钾的摄
入量才会超过1.5毫克。而正常人
一天吃的食盐达到20克就非常咸
了，所以正常食用食盐，不会对人体
造成危害。

食用盐遇高温有可能会使亚铁
氰化钾分解成氰化钾吗？钟凯表示，
氰化钾确实是一种剧毒物质，但是它
和食盐中的亚铁氰化钾完全不同。
亚铁氰化钾的化学性质很稳定，想要
分解亚铁氰化钾，需要在400摄氏度
下完成。“我们平时在家做饭，温度达
到200摄氏度时，菜已经烧焦了。所
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日常吃盐的安
全性。” （人民日报）

食盐中的亚铁氰化钾有毒吗？ 本报讯 张珑 为贯彻落实市局和区委、
区政府关于广告市场整顿的工作部署，加强
重点领域广告监管，丰台工商分局今年以来
持续开展辖区违法广告防范和查处工作，多
举措治理广告乱象。

一是突出监测监管重点，提升风险防控
能力。丰台工商分局将辖区电视、报纸、期
刊、户外等媒介单位作为重点监测监管对象，
加大重点领域广告监测力度，发现违规广告，
立即责令停止发布。二是强调媒体主体意
识，推进行业自律行为。借助辖区创新的广
告自律联盟沙龙平台，向媒介参与单位宣传
广告相关法规，拓宽政策传递与法律输送的
渠道，加强对媒介单位广告从业人员的培训，
告知广告中常见的违法现象，督促辖区媒体
这一有生力量参与日常监测，提升发现问题
的能力，从而推进行业自律。三是发挥联合
执法合力，严厉查处违法广告。

通过丰台区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会议
制度应急机制的启动，持续开展广告的联合
监管专项整治，逐步完善与其他部门成员单
位的联动机制，进一步加大广告案件线索的
查处力度，完善政府监管、企业自律、舆论监
督、社会共治的良性闭合系统。

丰台工商分局多举措
整 顿 广 告 市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