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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包装鉴别假冒伪劣食品

岳淑丽

（华南农业大学 食品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面对市场上大量的假冒伪劣食品，消费者如能掌握一套简单快捷地鉴别假冒伪劣食品的方法，

即可降低选购到假冒伪劣食品的概率。假冒伪劣食品在包装上一般粗制滥造，会显示其假冒伪劣的本质，因

此通过对食品的包装印刷、包装材料、包装结构、包装工艺、包装防伪和包装标示等方面的分析，可以掌

握从包装鉴别假冒伪劣食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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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ing Fake and Inferior Food From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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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sumers could avoid purchasing fake and inferior foods which are awash in the market if they have
access to some easy and convenient identification method. The packaging of fake and inferior food is generally manufac-
tured in a rough way which would indicate the nature of counterfeit by itself. By analyzing the aspects of package printing,
packaging materials, packaging structure, packaging process, anti-fake packaging and package label, the methods of
identifying fake and interior food a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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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产品是指产品在制造时，逼真地模仿其他

同类产品的外部特征，或未经授权，对已受知识产

权保护的产品进行复制和销售，以冒充别人的产品。

伪劣产品是指那些违反了中国现行有关法律和行政

法规，主要指标不符合生产标准的产品，或者是无

标准生产的产品[1]。虽然各级工商管理部门、质量监

督部门和专业主管部门经常检查与查处，但我国市

场上仍然有大量假冒伪劣食品存在。因此，消费者

如能掌握一套简单方便地鉴别假冒伪劣食品的方法，

就可降低选购到假冒伪劣食品的概率，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2-3]。

包装是产品的“外衣”，任何销售商品都离不开

包装。包装是鉴别假冒伪劣商品的重要依据[4-5]。既

然假冒伪劣食品是“伪”和“劣”的东西，其包装

必然会暴露伪和劣的一些共性[ 6]，因此食品的包装

是鉴别假冒伪劣食品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食品

包装多方位的调查研究与对比分析，笔者认为通过

包装鉴别假冒伪劣食品可从包装印刷、包装材料、包

装结构、包装工艺、包装防伪和包装标识等 6个方面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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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包装印刷鉴别假冒伪劣食品

食品包装的印刷质量是鉴别食品真伪优劣的一

个重要方面，印刷质量可以通过肉眼清楚地感知。一

般正规食品，特别是名优食品的生产企业，对包装

印刷质量有严格控制，装潢印刷精美，套印精准，光

泽度好，字迹清晰，文字笔画粗细均匀无断笔，有

固定的颜色和图案，且图案清晰，墨色不失真[6]，如

图 1（图片来源：本文图 1~2、图 7~10、图 12、图15、
图 17~19、图 21~22、图 24b均为笔者拍摄）所示的益
达口香糖包装即是如此。而假冒伪劣食品包装的印

刷质量一般较差，这主要是因为其为节约成本而采

用性能质量差的机器设备，所选包装材料有缺陷，印

刷质量控制不严格或工艺参数不准确，印刷环境不

佳，因而容易出现印刷瑕疵[7]。假冒伪劣食品包装与

真品包装相比印刷粗糙，表现出或套印不准，图文

模糊；或光泽度差，色调不分明；或包装有蹭脏等

现象[8]。如图 2所示为印刷粗糙的食品包装，图 3所
示为套印不准的食品包装。

2 从包装材料鉴别假冒伪劣食品

名优食品包装用料考究，质量好，而假冒伪劣食

品为节约包装成本或因无法获知正品所用的包装材

料，一般包装粗糙，包装材质较差。

对于纸包装食品，可以从其材料手感及外观进

行评判。一般来说，优质食品的包装，其选材严格，

质感顺滑不粗糙，表面无杂色，纸张纤维组织均匀，

纸面平整，没有皱褶、破损、裂口、残缺、穿孔，更

不会有严重突起的沙粒、硬质块、浆疙瘩及其他杂

质[9]。如果遇到表面有杂质或手感粗糙的纸质包装，

则应当怀疑其产品的真、优性，并对其进行进一步

的评判。

对于塑料包装食品，可通过观察其外观进行判

别。有些假冒伪劣食品包装由于采用的是回收旧瓶，

瓶身可能会有缺陷，会存在如刮痕、折痕、瓶身变

形等现象。有些假冒伪劣食品包装原材料是以次充

好或没有经过严格处理的回收再用材料。如正品可

能采用的是价格高，同时卫生安全性能也高的聚丙

烯（polypropylene，PP）原材料，而假冒伪劣食品生
产者为了降低成本，有可能采用比较便宜的聚氯乙烯

（Poly(vinyl chloride) ，PVC ）原材料，或者为回收的PP，
因此消费者可从商品包装的透明度、颜色、硬度等方

面对它加以鉴别[10]。图4（图片来源：http://www.cd.com.
cn/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336）所示的某
品牌瓶装纯净水，图片左侧

的为真品，右侧的为假冒产

品。观察可以发现：真品近乎

无色，透明度高，光洁透亮；

假品则透明度明显较差，颜

色污浊，不透亮。

对于金属包装食品，不

法商家可能以次充好，或采

用便宜的材料代替价格高的

材料，或偷工减料使之制作

粗糙，有的甚至由于内壁涂

料腐蚀出现生锈现象，消费者一眼即可识别。

对于玻璃包装的食品，名优产品包装一般瓶体

光洁，图文清晰。而假冒伪劣食品包装常采用回收

旧瓶，瓶体清洗消毒不严格，甚至有些瓶体存在污

迹；有些超期使用的回收旧瓶，瓶体已有较多划痕，

质量已经较差，不适合重复使用[11]。

对于复合材料包装食品，名优产品包装选材合

理，能有效保证食品的保质期；而假冒伪劣食品由

于无法确知正品包装的具体材料和参数，包装材料

与正品明显不同，甚至由于选材不合理导致涨袋、渗

漏、破损、食品过早变质等情况发生[12]。

3   从包装结构鉴别假冒伪劣食品
知名食品的包装结构是经过专业设计的，是通

过科学的力学和尺寸设计并借助精密设备才能生产

 图 3 套印不准的食品包装

Fig. 3 Food packaging with out of register printing

图 4 真假瓶装纯净水
Fig. 4 Real vs. fake
bottled purified water

图 2 印刷粗糙的

食品包装

Fig. 2 Coarsely printed
 packaging for food

图 1 印刷精美的

食品包装

Fig. 1 Finely printed
packaging for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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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这是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厂家所不能做到

的。比如纸盒包装，知名食品厂家会采用结构设计

精巧的纸盒包装，而假冒厂家无法完全复制其结构

参数，很容易出现生产出的纸盒无法准确啮合，黏

合不准，黏合剂漏出，甚至因无法完全复制而只好采

用其他类型的普通包装[13]。图 5（图片来源：http://
www.paperbox.org/Our-Industry/Paperboard）为结构复杂、
啮合严密的某品牌包装。图 6（图片来源：http://tieba.
baidu.com/p/3762003542）所示的左侧为真品包装，右
侧包装则结构上有缺陷，盒底无法准确啮合。

  

劣质食品的包装由于没有精密的包装结构，包

装无法满足其原定的性能要求，所以经过运输或堆

垛后很容易出现变形或脱胶。如金属二片罐和三片

罐，最容易出现的情况是涨罐、卷边不齐或变形。如

出现罐体严重变形，尽管内容物没有泄漏，但是此

类包装密封性、刚性和稳定性不佳，因而无法承受

冲击及振动。

对于食品软管，应注意其管身是否完整、光滑、

端正，有无裂痕、划痕、变形，厚度是否均匀[14 ]；管

口的螺纹是否清晰光洁，牙型是否正确，螺纹与帽

盖啮合是否良好，切尾是否平整。如有开裂或卷边，

不得超过1 mm。

4 从包装工艺鉴别假冒伪劣食品

大多数名优食品包装采用先进的机械封口，且

对封口质量有严格要求，封口平整美观，封口处无

残留物，内装食品也不易泄漏。而有些假冒伪劣食

品包装封口不管是手工操作还是机械操作，封口处

均有破绽，如有褶皱，有残留物，不平整，封口易

开导致内容物泄露玷污

包装等。图7所示的生粉
包装封口处黏有生粉，

封口不严密，必然会影

响内装食品的品质，这

反映了企业食品安全意

识不强。再如有些假冒

名酒，即使是使用套购或回收的真品包装，封口也

不严密，仔细观察会发现有开启过的痕迹，这些都

是需要消费者特别注意的。

有些食品包装操作不规范，生产质量、卫生要

求等不达标，有些包装内甚至混有异物（如图 8所
示）。优质食品包装上的生产日期喷码或打码，其字

迹清晰，位置统一，油墨不易抹掉；而假冒劣质食

品包装则字体、颜色、位

置等不统一（如图 9 所
示），打印生产日期的油

墨容易抹掉（如图 1 0 所
示）。一些假冒伪劣的碳

酸饮料使用简陋落后的设

备进行生产，不能达到标

准气体充入量，用手指挤

压瓶体即可导致变形。

  

  

5 从包装防伪鉴别假冒伪劣食品

随着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在食品包装上应用

防伪技术非常重要。目前食品包装上常用的防伪技

术有以下几类，消费者可通过其鉴别食品的真伪。

1）防伪油墨。防伪油墨由特殊的加密配方制作
而成，因而可区别于普通油墨。通常，防伪油墨在

光照、温度、湿度等条件发生变化时会产生明显的

颜色变化[15 ]，常见的防伪油墨有珠光油墨、荧光油

墨、热敏油墨、湿敏变色油墨等。图 11（图片来源：
http://www.papermake.cn/zh-CN/ displayproduct.html
proID=101917083）是用珠光油墨印刷的包装。

图 7 封口黏有食品的包装

Fig. 7 Packaging with food
sticking to the seal

图 9 生产日期位置

不统一的包装

Fig. 9 Packaging with
discordant location of

production date

图 10 生产日期油墨

容易抹掉的包装

Fig. 10 Packaging with
erasable production date

图 5 结构复杂精密的包装

Fig. 5 Packaging with comp
licated and precise structure

图 6 真假包装对比

Fig. 6 Real vs. fake
packaging

图 8 包装内混有异物的

食品包装

Fig. 8 Packaging mixed
with foreign objects

图 11 用珠光油墨印刷的包装

Fig. 11 Pearl ink printing packaging

http://www.paperbox.org/Our-Industry/Paperboard
http://www.papermake.cn/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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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激光防伪。激光防伪又名镭射防伪，或称激
光全息防伪。该防伪技术通过激光制版，将影像制

作在纸、塑料等材料上，在光的照射下，产生五光

十色的衍射效果，使图片呈现三维空间感，这是目

前应用最广泛的防伪技术[16 ]。在食品包装上，激光

防伪主要用于防伪标签，或将防伪全息图像印制在

薄膜或纸张上作为包装材料等。图 12是采用了激光
防伪的食品包装。

  

3）防伪纸张。防伪纸张是目前国内应用较广的
一种防伪材料。它在造纸过程中采用特殊的工艺和

设备，依照用户的要求进行了一定的防伪处理，如

加入防伪水印、荧光纤维、安全线等[17 ]。防伪纸张

加工难度较大、生产设备投入较大，一般造假者不

具备这种能力，因而有较好的防伪效果。目前，包

装上常用的防伪纸张有水印纸、纤维纸、安全线纸。

图13（图片来源：http://www.c-c.com/ctrl/pic-13146850.
html）是荧光纤维纸，经紫外光照射后会发光。图 14
（图片来源：http://ccn.mofcom.gov.cn/gqhz/detail.
phpe_id=933167）是安全线纸，安全线纸是在造纸过
程中通过特殊工艺将安全线加到纸张上的。

 4）版纹防伪。版纹防伪也叫电子创作防伪，是
用专业的版纹软件创作一系列规则或不规则的矢量

线条，并结合一些点形成团花、地纹、浮雕等图案，

以达到防复制的目的[18- 19 ]。版纹软件生成的图案一

般特别复杂，且细微、精致，造假者很难制作出完

全一致的图案。即使通过扫描输出加以复制也达不

到相同的效果，因为粗细线条经扫描后，是网点图

像形式的像素图，而不是矢

量图形，因而扫描复制的图

案经放大后，可看到图案线

条微弱的粗细变化，甚至会

有部分缺损。且版纹图案一

般是专色印刷，扫描输出再

复制印刷时很难达到与原

图案相同的专色效果。图15
所示的食品包装标签上的

底纹即是版纹防伪图案。

5）电码防伪。电码防伪是在每一件产品上设置
一个密码，并将所有的产品密码全部记录在防伪中

心数据库中，消费者

需要识别时，可通过

拨打电话、上网等方

式进行查询，进而辨

别产品真伪[20]。图16
（图片来源：h t t p : / /
www.baihuibio.com/
news/20120227102.html）所示是包装上常用的电码防伪
标签。

6）包装结构防伪。包装结构防伪通常都是具有
破坏性的，即将包装打开后其结构会遭到破坏且无

法恢复原貌，从而起到防伪防盗的作用[21- 22 ]。这类

包装常在其封口处设置拉条、标签、拉线以形成防

仿结构，如图 17~19所示为利用包装结构进行防伪防
盗的包装。

  

  

图 13 荧光纤维纸

Fig. 13 Fluorescence fiber paper

 a) 紫外光照射前  b) 紫外光照射后

图 12 激光防伪食品包装

Fig. 12 Laser anti-fake food packaging

 c) 有友食品防伪包装

a) 海天酱油防伪包装 b) 曼妥思热列果防伪包装

图 14 安全线纸

 Fig. 14 Paper with
security line

图 17 口香糖防伪防盗

拉条包装

Fig. 17 Anti-fake and
anti-theft packaging of

chewing gum

图 18 防伪防盗

封口标签包装

Fig. 18 Anti-fake and
anti-theft packaging

of seal label

图 16 电码防伪标签

Fig. 16 Telecom security label

图 15 食品包装上的

版纹防伪图案

Fig. 15 Security line
design in food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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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包装标示鉴别假冒伪劣食品

假冒伪劣食品的包装一般为技术水平低下的作

坊式小企业生产制作，其包装标识大多不符合相关

标准法规的规定。如标注信息不全甚至乱标，无相

关认证标志或假冒某些认证标志，甚至假冒获奖标

志，或盗用认证标志[6]。从包装标识鉴别假冒伪劣食

品可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看标示内容。根据GB7718—2011《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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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准代号及其他

需要标示的内容[23]。根据GB 28050—2011《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预包
装食品应当在标签上标示 4种营养成分（蛋白质、脂
肪、碳水化合物、钠）和能

量含量值及其占营养素参

考值（ncltr ient reference
values，NRV）百分比 [24]。标

示内容如图20（图片来源：
http://www.cnepaper.com/
jjrb/html/2016-03/18/node_1.
htm）所示。
食品标签标示的内容

应真实、准确，不应直接或以暗示性的语言、图形、

符号误导消费者将购买的食品或食品的某一性质与

另一产品混淆[23]。图 21a左侧为美汁源果粒橙真品，
右侧为“山寨食品”，即假冒食品；图 21b（图片来
源：http://www.zyxgcw.com/view-3939.html）右侧为康
师傅矿物质水真品，左侧为“山寨食品”。图 21所示
的“山寨食品”在包装上逼真地模仿了其他同类产品

的外部特征，其在图形、符号、色彩的运用等方面都

与某同类产品酷似，这显然违反了有关的标准法规。

我国食品安全有关法规规定，食品的日期标示不得另

外加贴、补印或篡改[23]，显然，图 22所示是生产日
期被涂改过的食品包装。

  

  

 

 

 

2）看QS标志。自 2004年 1月 1日起，我国首先
在大米、食用植物油、小麦粉、酱油和醋 5类食品中
实行了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现已在全部 28
类食品中推行。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

食品，出厂前必须在其包

装或者标签上加印（贴）QS
标志。没有QS标志的，不
得出厂销售。QS标志如图
23（图片来源：http://image.
so.comsrc=360pic_normal&
q=%E9%A3%9F%E5%93%81
%E8%AE%A4%E8%AF%8
1%E6%A0%87%E5%BF%97）
所示。在使用该标志时，可

根据需要放大或者缩小，但不得变形、变色[25]。

3）看是否有虚假标示或宣传。一些食品认证标
志容易遭到假冒伪劣食品的仿冒，如绿色食品标志、

无公害农产品标志、有机食品标志等。图 24a（图片
来源：http://www.fujiangnet.com/index.phpm=content&c
index&a=show&catid=16&id=54）所示为绿色食品标
志，图 24b所示的右侧 2个食品包装即是仿冒绿色食
品包装装潢做法，让消费者误以为所购买的食品是

绿色食品。有些食品明明没有获得绿色食品或有机

食品认证，却在包装上标示“绿色食品”或“有机

食品”字样，甚至直接盗用绿色食品、有机产品标

志，这属于虚假标示，是假冒的绿色食品、有机食

图 20 食品包装上的

营养成分表

Fig. 20 Nutrition ingred
ient in food packaging

a) “美汁源”果粒橙 b) “康师傅”饮用纯净水

   图 22 生产日期涂改过的食品包装

Fig. 22 Food packaging with altered date of manufacture

图 21 真品与“山寨食品”包装

Fig. 21 Real vs. fake food packaging

图 19 防伪拉线包装

Fig. 19 Anti-fake string in packaging

图 23 QS标志
Fig. 23 The logo of  QS

http://www.cnepaper.com/
http://www.zyxgcw.com/view-3939.html
http://www.fujiangnet.com/index.phpm=conten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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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图 25a所示为有机产品标志（图片来源：http://
baike.so.com/doc/5393701- 5630743.html），图25b（图片
来源：http://cn.made- in-china.com/gongying/zhitai2015-
goZxXaLPnvke.html）所示为虚假有机食品包装。有些
非绿色食品或非有机食品，在包装上宣称“无污染”

“纯天然”“绿色纯天然”等，均会误导消费者，涉

嫌虚假宣传。

  

  

  

此外，有些食品没有获奖甚至根本无某类奖项，

却在包装上标示获某类奖项，也是虚假标示。

7   结语
质量不过关的食品企业不仅无法保证食品的质

量，在包装上也粗制滥造，显示其假冒伪劣的本质。

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首先接触到的是食品的包装，

可从包装的角度掌握一些鉴别假冒伪劣食品的方法，

这将极大降低买到假冒伪劣食品的概率，切实维护

自身权益，并最终减少假冒伪劣食品的市场流入，维

护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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