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网红奶茶配方公开
出售”持续霸占微博热搜，引发
网友热议。有网友表示，每次
排长队买来的奶茶，网上竟有
配方卖，“感觉以前的队都白排
了。”记者调查发现，多家网红
奶茶品牌配方在电商平台明码
标价出售，甚至号称“一对一手
把手包教包会”。这些配方真
的靠谱吗？奶茶品牌方又会作
何回应？

多家网店出售网红奶
茶配方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
词“奶茶配方”，发现号称有网
红品牌奶茶配方的店铺不在少
数，其中出售最多的是一点点、

喜茶、COCO、鹿角巷、奈雪的
茶等，售价从20元到300多元
不等。

记者点击一个月销量在
1900多笔的商品，详情页描述
称“内部配方、包教包会、高清
视频、永久更新”，30多个品牌
配方，电子版打包价仅售58元，
电子版+一对一指导售价88元，
纸质版+电子版+一对一指导
128元。配图为各大奶茶品牌
的网红款饮品。

商家表示，本配方为奶茶
品牌原版内部文件，无需加盟
无需高额费用，58元就可开奶
茶店。“市面上最便宜的奶茶店
加盟费也要2.8万元，贵的加盟
费高达几十万元，我们可以帮
你节约至少5万元开店费用。”

此外，付款后即可加入 500人
的行业交流群，不仅有13年从
业经验老师一对一指导，还能
向同行请教经验。

除了这种号称奶茶原版配
方的，还有的卖家表示，其出售
的配方是经过专业人士多次尝
试后得出的最合理做法，“口感
和店里的一样，会列出普通人
能买到的配方名称。”

不过，对于配方来源，卖家
们均三缄其口，不愿多说。

律师称涉嫌侵犯知识
产权

记者花30元购买了一个电
子版配方，卖家很快将资料发
至记者邮箱。

记者解压文件后看到，里
面包含10多个文件夹，分别是
一些品牌配方的word文档、纸
质版拍照或扫描格式，大多清
晰度不高。资料上，网红品牌
的LOGO自然必不可少，还有
的打上了“配方手册，机密资料
五颗星，禁止复印”等字样。

在商品评价中，记者看到，
不少买家晒出了资料照片或用
此配方制作的奶茶成品图。大
多买家是买来自己做着喝，也
有不少人买来开奶茶店用。但
有买家称：“就一张纸有用，其
他都是废的。”还有买家表示：
“视频和电子版对不上，并且只
有配方，不知道具体食材怎么
破？”

网售的所谓配方资料是真

的吗？记者联系了多家品牌奶
茶店相关人士。其中一家总部
在广州的奶茶店招商部工作人
员称，公司不会在网上售卖配
方资料，“网售的配方都是假
的”。而一家上海的奶茶品牌
工作人员称，已注意到此事，公
司正在进行调查，不排除是部
分加盟商员工泄露，将考虑通
过法律途径维权。

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陈亮
律师表示，对于食品企业而言，
配料是应该公示的，但一旦具
体到配比、配方等方面，就属于
商业秘密，部分商家出售配方
的行为，涉嫌侵犯知识产权或
不正当竞争等，奶茶品牌方可
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都市报）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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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奶茶配方标价售卖 律师：涉嫌侵权

2018年初，在西安市某
酒店当保安的于某嫌工作
辛苦，辞了职，随后在和老
乡无意闲聊中得到了造假
酒挣钱的消息，于是联系好
一切，很快就开始了生产假
酒的营生。于某按照客户
需求，主要生产贵州茅台、
国窖1573等高档白酒，以及
一些畅销款的白酒品牌。
制作方法都是用价格较低
的白酒，按照不同比例以次
充好，将勾兑好的假酒倒入
事先收来的高档酒瓶里，重
新封装。做好的假酒和市
面上的真酒，普通消费者根
本分辨不出来。

被抓后，于某交代，最
好的时候，他一天能卖出几
十箱白酒。一般情况下，一
周出售一两次，每种酒加起
来约有十几箱之多。经鉴
定，于某以次充好，仅被公
安机关现场查获的伪劣白
酒，生产货值已达 60多万
元。最终，于某因生产伪劣
产品罪，被西安市长安区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长安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
处罚金10万元。

检察官提醒：刑法第一
百四十条规定，生产者、销
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
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
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销售金额 5万元以上不满
20万元的，处2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销售金额 50%以上两倍
以下罚金；销售金额 20万
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处2
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两倍以下罚金；销
售金额5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的，处7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
两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 200万元以上
的，处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销售金额50%以上两倍以下罚金或者没
收财产。

“无添加”食品靠谱吗？家里自制
食品一定比外面的安全吗？……近
日，食品业内专家组织举办了一场食
品安全与健康科普的讲座，旨在让消
费者更清晰地了解食品安全知识，养
成健康的饮食习惯，进而增强食品安
全意识。

“无添加”食品不靠谱

当你准备买一盒口香糖，看到配
料中包含山梨糖醇、木糖醇、柠檬酸等
食品添加剂时，是否会犹豫？当看到
产品上标注“无添加”“无防腐剂”等字
样时，是否会果断购买？

近年来，食品添加剂已经成为全
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人们对其存在
诸多误解。“食品添加剂知识比较深
奥，消费者对此不了解、心生疑虑和
恐慌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北京工
商大学食品学院教授曹雁平表示，
“然而，一些商家却利用消费者这种
恐惧心理，把无添加、无防腐剂等作
为产品卖点。这其实给广大消费者
带来了巨大危害。”

事实上，食品添加剂在我国的
历史至少已有 2000年。比如点豆
腐用的卤水、做酒和肉类加工的红
曲，都是历史悠久的食品添加剂。
曹雁平表示，在食物发展史中，“食
物保存”一直是个难题，其中干制、
盐腌等方式虽然能达到保存效果，
但食物本身的性状会发生变化。然
而，防腐剂的使用不仅延长了食品
保存时间，更保证了食品的风味，例
如酱油、醋等能够在第一次使用后
长时间内不发生变质即是防腐剂的
作用。“需要防腐而不使用防腐剂
的食品是很危险的，安全性难以保
证，对人体健康将带来风险。”曹雁
平强调。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
校长孙宝国也曾在采访中表示，食品

添加剂不是洪水猛兽，“无添加”在很
大程度上只是个噱头，欺骗了很多
人。豆腐没有食品添加剂做不成，蛋
糕没有食品添加剂做不成，正确使用
食品添加剂有益无害。

家庭厨房安全存隐患

“我在家里吃，不买外面的加工食
品。”很多人对“外面”的食品安全心存
疑虑，但家庭厨房自制的食品就一定
安全吗？

“不一定。保证食品安全要靠知
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
程学院副教授范志红说，我国差不多
九成以上的家庭厨房不符合食品安全
规范，一旦某个环节有所疏忽就容易
吃出问题。

范志红介绍，家庭厨房存在的食
品安全隐患呈现出食物储藏不当容
易发生霉变、氧化、微生物增殖等问
题，食用发生变质的食物会出现上
吐下泻等情况。为避免此类问题的
出现，不立即食用的饭菜一定要在
冰箱内妥善储存。同时，食品交叉
污染也要引起人们的重视。曾有一
家八口因沙门氏菌食物中毒进医院
的案例，调查后发现，原来是切菜时
生熟共用一块菜板所致。对此，专
家建议一个家庭要尽量准备3~4块
菜板，烹调食物过程中要注意手部
的清洁，比如拿过鸡蛋的手一定要
洗净后再接触其他的食物，避免食
物交叉污染。

“值得注意的是，在自制豆豉、酸
奶、酒等食物过程中操作不规范也
易产生致病菌，一定要注意可能存
在的安全隐患。此外，多余食物处
理最好能提前分出来一部分储存在
冰箱里，而不是吃完再储存。特别
是，人们在生病咳嗽时尽量不要给
家人做饭，减少食品安全隐患的发
生。”范志红强调。

科学认识身边的食物

穿心莲败火、芦荟通便……这些
日常生活中老百姓认为的“保健”类食
物真的有这样的奇效，还是存在认识
上的误区呢？

对此，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
中心副主任钟凯以常见的几种食物为
例作了深入解读。

穿心莲——很多人知道穿心莲有
败火功效，但大多可能不知道它的真
名叫心叶日中花，是来自非洲南部的
一种多肉植物。与其相类似的另一种
植物是叫做冰叶日中花的冰菜。吃这
两种植物跟吃其他蔬菜没有太多区
别，没必要神化它们。

芦荟——芦荟品种非常多，但只
有少数品种可以食用，大部分是有毒
的，而且即使是食用芦荟，其可食用部
分也只是芦荟中间的凝胶。此外，芦
荟润肠通便的功效源自它含有蒽醌类
物质，可刺激肠道蠕动，但也需注意，
长期食用芦荟易导致大肠变黑，过量
食用也会导致中毒。在日常生活中，
有些食品添加了芦荟，比如酸奶，对此
我们也不必担心食用后有不良反应，
因为这些芦荟都是经过专门处理的，
可放心食用。

火龙果——红瓤火龙果比白瓤火
龙果营养价值高？其实不然，二者除
了颜色不一样，本质上没有多大区
别。红瓤的原因跟果皮的红色一样都
是由于含有甜菜红色素的缘故，没必
要将之当成营养素。

藏红花——不少人认为藏红花是
产自西藏的一种红花，其实这种想法
大错特错。藏红花既不产自西藏，也
不是红花，而是一种植物的花蕊，三
根花蕊摘出来进行干燥就变成了藏
红花，其价格高的原因在于全程为手
工操作。另外，世界藏红花主产地为
伊朗，中国90%的藏红花产自上海崇
明岛。 （中国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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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指南

这些食品知识你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