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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食品安全

本报讯 据北京市市场监
管局网站消息，该局通报最新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以及本
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和
相应的抽检细则，日前，该局
组织抽检了粮食加工品，酒
类，饮料，炒货食品及坚果制
品，乳制品，速冻食品，蜂产
品，蛋制品，蔬菜制品，水果制
品，糖果制品，食用农产品，调
味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餐饮食品，糕点，食糖，薯类和
膨化食品18类食品2214批次
样品。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及国家有关规定检验和判
定，其中合格样品2194批次，
不合格样品20批次，检出其中
食用农产品，调味品，食用油、
油脂及其制品，餐饮食品，糕
点，食糖，薯类和膨化食品等8
类20批次样品不合格。主要
检出微生物污染、质量指标与
标签标示值不符等问题。不
合格样品情况如下：

标称丹东市源芳升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北京安业森淼商
贸有限公司经营的小米加蛋
锅巴（五香味），菌落总数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
机构为国家副食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

北京永昌欣运水产店经营
的牛蛙，恩诺沙星（以恩诺沙
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机
构为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院。

北京万庄酒楼使用、消毒
的草帽盘，大肠菌群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机构为
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
估中心（北京市食品检验所）。

北京金双杰商贸有限公司
经营的韭菜，腐霉利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机构为
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
估中心（北京市食品检验所）。

北京帅锅时尚餐饮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经营的
嘎鱼（黄颡鱼），孔雀石绿不符
合国家相关规定。检验机构为
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
估中心（北京市食品检验所）。

标称安徽华安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北京丰鑫满源商店经
营的纯芝麻香油，油酸（C18：
1）、亚油酸（C18：2）不符合产
品明示标准。检验机构为国家

副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标称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北京丰鑫满
源商店经营的加盐味精，经国
家副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检验发现谷氨酸钠不符合产
品明示标准。莲花健康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样品真
实性提出异议，经属地市场监
管部门核实，不合格样品确定
不是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产品。

北京翔德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使用、消毒的汤碗，大肠菌群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
验机构为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
和风险评估中心（北京市食品
检验所）。

北京妫川海之家海鲜超市
经营的皮皮虾、海虹蟹，镉（以
Cd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检验机构为北京市食品安
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心（北京
市食品检验所）。

标称北京中禾清雅芽菜生
产有限公司生产，分别由北京
融城果蔬商贸有限公司、北京
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良乡店及
通州店经营的3批次黄豆芽，经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

检测中心检验发现均为6-苄
基腺嘌呤（6-BA）不符合国家
相关规定。北京中禾清雅芽菜
生产有限公司对北京融城果蔬
商贸有限公司经营的黄豆芽样
品真实性提出异议，经属地市
场监管部门核实，该不合格样
品确定不是北京中禾清雅芽菜
生产有限公司产品。

北京北华福源涮肉馆使
用、消毒的汤碗，大肠菌群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
验机构为北京市食品安全监
控和风险评估中心（北京市食
品检验所）。

标称北京福香源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经营的天然酵母金
唱片面包，经北京市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院检验发现酸价（以
脂肪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北京福香源食品有限
公司对检测结果提出异议，并
申请复检；经国家食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复检后，维持初检
结论。

北京宇竹悦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经营的牛肉串，克伦特罗
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检验
机构为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
究中心。

北京吉禾顺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及该公司第一餐饮分店经
营的2批次鸡蛋，分别为金刚乙
胺、金刚烷胺不符合国家相关
规定。检验机构为北京市食品
安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心（北
京市食品检验所）。

标称北京糖业烟酒集团有
限公司食糖经营分公司生产，
分别由北京京西晨光饭店、渝
信小厨（北京）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经营的精制绵白糖、赤砂
糖，经国家副食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检验发现，精制绵白糖
中总糖分、还原糖分不符合产
品明示标准，赤砂糖中总糖分
（蔗糖分+还原糖分）不符合产
品明示标准。北京糖业烟酒
集团有限公司食糖经营分公
司对两个样品的真实性均提
出异议，经属地市场监管部门
核实，不合格样品确定不是北
京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食
糖经营分公司产品。

针对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该局已
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市
场监管部门依法调查处理，涉
及外埠的已通报当地市场监管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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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警示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通告20批次不合格食品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各类食品日益
丰富，但目前消费者在购买的食品中发
现混杂有假冒、模仿他人商标或包装的
食品（俗称“山寨食品”）。消费者该如何
辨识并避免购买“山寨食品”呢？发现买
到“山寨食品”，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特做如下提示。

“山寨食品”存隐患 农村地区
发现多

“山寨食品”在原料、配料、品质和口
味等与品牌食品存在差异，质量安全得
不到保障，但由于其生产经营成本相对
“正品”较低，通常以低于“正品”的价格
销售仍可获利。有的生产厂家存在不具
备相关食品生产资质等问题，也有不法
商贩为获利而铤而走险。

“山寨食品”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有关。改革开放初期，在城镇销售“山
寨食品”的较多。随着经济进一步发
展、食品安全监管进一步加强，“山寨
食品”销售逐渐向监管相对薄弱的农
村地区转移。

“山寨食品”分两类 擅长使用
障眼法

“山寨食品”大致有两大类：一种是
抢注和某些品牌食品类似的商标，生产
与之包装差不多的食品。在食品名上
使用文字游戏或模仿品牌食品，但其质
量和风味与“正品”相差甚远。如将“大
白兔”变成“小白兔”，“康师傅”换成“康
帅博”，或将“六个核桃”改成“六个纯核
桃”冒充升级版等。另一种是委托一些
代加工企业模仿有关产品进行生产，私
自销售。

辨识真伪三步走 共治“山寨”
保安全

“山寨食品”通常是以高度相似的包
装，迷惑性较强的名称、广告词等吸引消
费者，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消费者
在选购食品时，要看仔细、看清楚、看真
切、看明白，不要被“山寨食品”的包装、
名称等迷惑。

正规渠道有保障。消费者应到正规
商店、商场或超市购买食品。警惕不具
备经营资质的商家出售的食品。在购买
食品时，应索要并妥善保管购物小票、发
票等凭证，以及适当保留产品包装和剩
余产品等。

细认名称辨真伪。食品名称是辨识
“山寨食品”的要素之一。消费者在选购
时，应仔细辨别食品名称，认准正规企业
生产的产品。

标签要素要齐全。按照相关国家标
准和法规要求，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预
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应包括：食品名称、配
料表、净含量和规格、生产者和（或）经销
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
保质期、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
号、产品标准代号等。预包装类的“山寨
食品”有可能存在上述要素缺失、造假、
混乱等情况。消费者应仔细辨识食品标
签标识的上述内容，不购买、不食用包装

无标签或标签信息不全、内容不清晰的
食品。

科学常识助辨别。消费者要警
惕配料表与营养成分表明显不符的
情况。如配料表中含有牛乳、奶粉等
蛋白质原料，而营养成分表中蛋白质
含量却为 0g/100mL（或 0g/100g）。遇
到类似标签问题的产品，消费者不要
购买。

消除山寨靠大家 幸福生活你
我他

解决农村地区“山寨食品”问题，需
从多方面抓起。

一是食品生产经营者，以及为其提
供商标、广告、包装等服务的经营者，必
须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
其商标、广告和竞争行为，严格规范标签
标识使用。

二是加强“山寨食品”潜在危害的宣
传，提高消费者食品安全消费意识。特
别是要提醒广大农村地区消费者强化食
品质量安全意识。

三是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一旦发
现误购了“山寨食品”，应当立即与商家
交涉，或拨打12315进行举报投诉，向监
管部门反映，通过申诉等途径来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和身体健康。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微信号）

关于辨识“山寨食品”的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