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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市场商超
本是照明用却因“美颜”亮

临近中午，在埠西农贸市场，海
鲜、肉食、蔬菜、水果的各个区域分
别笼罩在四个大型钢架棚下，除了
进出口处有自然光外，其余部分均
借由 LED 灯光源照明。记者走进市
场内发现，不同销售区域均由不同
颜色的 LED 灯照明。红色、黄色、白
色……在其照射下的生鲜食材也呈
现出不同的颜色。

据了解，这种通过调整光照颜
色让食品看起来更“新鲜”的灯具，
在业内被称作“生鲜灯”。可以看
到，在蔬菜区和水产区，多采用白色
灯光，也存在部分暖红色灯光。而
在肉类区，则是暖红光与白光交错
混杂，原本在自然光下呈淡粉色的
猪肉或呈白色的猪皮部分，都得到
了明显的增红、增亮，看起来更加新
鲜诱人。

“灯具是我们自己买的，是用来
照明的。”该农贸市场一位销售水
产的商贩刘先生告诉记者，白光的

“生鲜灯”是用来照明的，而红光的
“生鲜灯”也只是让虾蟹本来的颜
色更加明显。在果蔬区，记者注意
到，这里的摊位也使用了多种不同
颜色的“生鲜灯”。“这样色泽会好
一些，能吸引到人。”水果摊主孙女
士告诉记者。

使用“生鲜灯”的除了农贸市
场，商超也屡见不鲜。记者在位于
辽阳西路的卜蜂莲花生活超市走访
时发现，鲜肉区同样使用了暖红色
的“生鲜灯”，正在选购的市民张女

士认为，“生鲜灯”就是为了让肉看
起来更新鲜，提高销量。“我们消费
者看肉没有那么专业，大多时候只
能凭借颜色区分新鲜度。红光让肉
看起来红、卖相好，买的人就多了。”
张女士说，“生鲜灯”让生鲜食品的
颜色有些失真，超市和市场中看着
新鲜的食材，拿回家之后感觉就不
一样了。

调查：电商平台
光色齐全搭配一步到位

因为关系到食品安全，这样的
灯合法吗？有没有市场标准？随
后，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生鲜灯”，
相关产品不在少数，且价格多在百
元之内。相关商品标题中，除了“生
鲜灯”字样，也会标有猪肉、蔬菜、水
果、海鲜等字样。点开颜色分类，其
中会根据不同的用途详细搭配不同
的灯光颜色组合。咨询客服说明用
途后，客服也会搭配好各种灯光颜
色组合推荐给买家。

根据电商产品介绍页的信息，
其中一种“生鲜灯”是圆形灯罩 LED
灯，小灯珠非常密集。不同的小灯
珠可以呈现不同的颜色，冷白光适
用于水箱、冷鲜柜，红光搭配冷白
光适用于猪肉，红光搭配暖白光适
用于熟食，红光搭配正白光适用于
水 果 ，绿 光 搭 配 正 白 光 适 用 于 蔬
菜，而灯珠颜色的位置和数量差别
对于呈现效果也有不同。在买家秀
中，不少买家都称产品能够改善产
品卖相，让生意越来越好，且配上
了用“生鲜灯”前后的商品颜色对
比图。

讲述：销售商家
目前使用没有严格规范

通过查阅资料，记者了解到，在食品
陈列柜中使用LED灯最早出现在20世
纪80年代，目前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已
较为普遍。特别是肉类、水果、蔬菜等生
鲜食品，这类光源可以使生鲜食品在较
长时间内呈现出较好的视觉效果。

据销售商家介绍，“生鲜灯”本身是
一种冷光源照明灯具，散发热量较小，对
于食物腐败速率的影响也比较小，目前
使用没有严格的法律规范要求。目前
行业内对“生鲜灯”缺乏对应的标准和
设计规范，不同厂家在各种指标上并没
有统一规范。如果厂家能够选用合格
材料，通过调整不同光色灯珠的配比，
是可以得到相对自然真实的光照效果。

关注：消费者
新规实施后还原食物本色

事实上，关于“生鲜灯”的争议，早
已被消费者关注。李阿姨是农贸市场
的常客，她对记者说：“每次去菜市场
买肉，当时看着肉都挺新鲜的，但买回
家却发现颜色似乎变了样。”她现在买
肉都会拿肉到普通灯光下观察一下，
感觉成色好再买，“肉摊上的‘生鲜灯’
把肉照得更新鲜了，这样肯定会影响
消费者的判断。”

“国家出台新规，以后买菜更放心
了。食材新不新鲜，不能靠灯来照，商
家应该还原食物本色。”一位正在挑选
熟食的市民对记者说，这种灯光的确
有一定的迷惑作用，禁用“生鲜灯”可
以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保障食品安全。

近期，也有央媒提醒消费者，“生鲜
灯”的照射能显著美化商品的色泽和新
鲜度，对一些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
者，可能造成一定误导。现实中，也确
有被“生鲜灯”误导购买了不新鲜商品
的案例。因此，消费者对使用“生鲜灯”
的商家应提高警惕，比如，在“生鲜灯”
和自然灯光下对比观察商品的颜色，不
受灯光干扰，采用多看、多闻等方式，仔
细辨别商品品质。

相关部门也要重视“生鲜灯”的滥用
问题，引导商家适度规范使用。《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
供商品的实际质量与表明的质量状况相
符；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真实、全面
的信息。如果使用“生鲜灯”并非仅为提
高卖相，而是给商品“遮丑”，就违反了该
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执法检查
时，除了重点检查食品来源、检验检疫合
格证等与质量相关的事项，还要检查有
无利用灯光为商品“遮丑”的行为。

照亮还是照靓？“生鲜灯”将禁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新规12月1日起施行 记者到岛城市场商超等一探究竟

修图，有美颜神器，一键
就能美美地发朋友圈。可你
知道，我们吃的鱼肉蔬菜、海
鲜水果，也能美颜吗？当下，
在农贸市场、商超中，LED灯是
一种常见的照明光源，但是有
细心的消费者发现，在不同区
域的LED灯颜色不尽相同，有
淡红光、暖红光、淡绿光、暖白
光、淡蓝光等。让人眼花缭乱
的同时，成为果蔬、肉类和海
鲜 等 生 鲜 食 材 的“ 美 颜 神
器”。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公布《食用农产品市场
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自2023年12月1日起施
行。其中明确：销售生鲜食用
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
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
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
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
知。7月31日，记者走访岛城
部分农贸市场和小菜店，亲身
体验LED灯从照明光源到“美
颜神器”的华丽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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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
过渡期内督促业户整改

对此，记者从青岛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农贸市场处了解到，目前该部门
已经将关于照明设备使用的相关规
定加入到市集农贸市场管理办法
中。过渡期内，该部门将督促市场经
营者在自己的摊位进行整改，等到12
月1日，新发布的《食用农产品市场销
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
后，针对拒绝整改的经营者，将会采
取处罚措施。

律师
真诚“美颜”否则要担责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行业内对
“生鲜灯”缺乏对应的标准和设计规
范，不同厂家在亮度、色温、显色指数
等指标上没有统一规范。既然“生鲜
灯”的使用没有严格的法律规范要
求，那商家可以随意使用吗？据山东
国曜琴岛（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杜
慧谦介绍：“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
如果商家使用‘生鲜灯’来掩盖质量
不合格的商品，就涉嫌侵犯消费者权
益，并且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如果
食品质量合格，商家只是利用‘生鲜
灯’作为营销手段，比如肉类质量本
身没有问题，无任何变质、变色、变味
等情况，未以次充好，来源正规，有相
关票据，且检验检疫合格，那么，用灯
光‘扮靓’肉品，这并不违法违规。判
断生鲜食品销售是否造成欺骗消费
者行为的关键，是商家所售卖的食品
是否合格。如果食品本身质量不合
格，而商家故意利用‘生鲜灯’来掩盖
食品变质等质量问题，商家则涉嫌欺
诈消费者，消费者可依据《食品安全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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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监管严查“遮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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