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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考神器”能提成绩？
功能性饮品青少年服用不当或致身体系统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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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防晒霜单日销售额
破百万元

去年12月，有消费者向上海市公安局宝

山分局经侦支队报案，称在某知名带货主播

的短视频直播间买到了疑似假冒的某品牌防

晒霜。报案人李女士告诉民警，她在直播间

抢到的防晒霜价格低于市场价五分之一，但

在使用时发现包装简陋、有漏液情况，防晒霜

膏体的颜色与正品有明显色差，涂在皮肤上

略有疼痛感。经品牌方和检测机构鉴定，李

女士购买的防晒霜为假冒产品。

民警很快锁定了一个从事生产采购、平

台上架、营销推广、销售运输的全链条制假售

假团伙。

原来，犯罪嫌疑人李某、林某长期从事网

店销售化妆品的业务。去年2月起，他们发现

一款防晒霜很受欢迎，于是商议制售假冒产

品牟利。为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李某还利

用自己实际控制的某美妆专营店，向该化妆

品官方品牌购买了价值1万元的正品，并以此

获得了短期经销许可。随后，两人利用在化

妆品行业多年积攒的“人脉”“渠道”，分别找

到了纸盒包装、瓶身、膏体等生产商。

而在销售方面，两人积极利用网红资源

开拓直播市场，找到杭州某传媒公司的负责

人徐某开展合作。面对林某允诺的丰厚分

成，徐某欣然答应，立刻找来人气网红直播带

货。直播当日，共累计销售金额破100万元。

目前，李某、林某因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其余人员因涉嫌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作进一步

审查。

“三无”皮包贴牌变成
“正品”

今年3月，经侦支队食药环侦大队接群

众报案，称某网店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

格对外出售某知名品牌羽毛球包，收到物

品后发现细节与正品有明显出入。经品牌

方鉴定，上述羽毛球包系假冒该品牌注册

商品的产品，经侦支队随即成立专案组立案

侦查。

以售假网店作为突破口，警方很快发现

假冒品牌羽毛球包的发货地位于广州。经

查，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在

未经权利公司授权许可的情况下，在广州远

郊租赁了多处民宅开设地下制假窝点。林

某在购入款式相似的“三无”皮包后，雇佣了

多名临时工从事贴牌、烫标等加工生产，以

正品三分之一的价格兜售给张某等二级分

销商。张某等人在明知所购包具系假冒品牌

产品的情况下，通过直播引流方式提高售假

店铺流量，以正品对半的价格通过电商平台

销往全国。

5月7日，在广东警方的大力配合下，专

案组一举抓获以李某为首的制售假犯罪团伙

犯罪嫌疑人10余名，捣毁生产、仓储窝点6

处，查获假冒知名品牌羽毛球包近1万个，半

成品及配件7万余个，标签5万余枚，涉案金

额1000余万元，及时阻断了假冒品牌运动包

流入市场。目前，李某为首的10余名犯罪嫌

疑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成本30元假包竟有20个
制假窝点

“这个品牌的包以尼龙帆布为主，工艺难

度小，价格低，很少有人仿冒，买的人也没有

形象负担，所以一直供不应求。”犯罪嫌疑人

刘某交代，自己供货的包在多个平台热销，一

个成本30元的包，最多可以卖到200元。今

年4月，宝山警方全链条查获一个利用直播引

流制售假冒手袋、品牌包的团伙，共捣毁生产

窝点2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涉案

金额达5000余万元。

去年12月，某知名皮包品牌向宝山警方

报案，称近期收到大量消费者投诉和反馈，在

多个直播间和电商平台出现了大量假冒该品

牌的皮包。该品牌的包价格较为亲民，所以

长期以来仿冒该品牌的假包相对较少。

民警对上述网店初步摸排发现，原价

1000元左右的正品包在该平台的零售价格只

要50到200元不等。此外，店家还明确表示

可以提供包装、鉴定证明以及收据、凭证。

经查，制假团伙利用该品牌授权代加工

厂采购配件包材，招聘有经验的工人，分散设

立多处小作坊，实行来料加工、开料定版、标

签缝制、整合成品的分工生产模式。其他犯

罪嫌疑人互相之间均不相识，由刘某统一指

挥，且均采取化名，致使人、店、货分处三地，

极大干扰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目前，刘某等20余人因涉嫌生产、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5家网店背后是同一出
租屋

今年3月，市民徐先生向分局经侦支队报

案，称在某电商平台购买的知名品牌U盘做

工粗糙，容量与实际有出入。经品牌方鉴定，

徐先生购买的U盘系“冒牌货”，经侦支队立

即开展调查。根据网店物流信息，民警发现

这些假U盘的发货地均为同一地区。

与此同时，罗泾派出所向经侦支队提供

线索，社区民警在某小区内开展消防安全走

访时发现某楼道内有堆积的废弃纸箱，疑似

为电子产品包材。上门核查时，租客神情紧

张，并且拒绝民警进门查看屋内情况。不仅

如此，这个小区的其他楼栋，也出现了假U盘

网店同款包装快递。

经过走访调查，民警确定电商平台的“上

海某U盘直销店”“某U盘批发定制店”“某U

盘定制批发直销店”等15家店铺，均指向同一

个制假团伙。制假团伙在同一小区内租赁多

处居民住宅，通过购买零部件自行加工、拼

接、包装，冒充知名品牌U盘产品。为逃避打

击，他们还采取“黑白颠倒”“人货分离”的经

营模式，白天关门停工，直到夜幕降临才烫标

贴牌、直播售假。

4月24日，宝山警方开展集中收网，抓获

犯罪嫌疑人10名，捣毁生产、仓储窝点8处，

查获假冒知名品牌U盘1.2万余个，U盘配件、

包装7万余个，查封相关网店15个。截至案

发，该团伙在2年内共销售了价值2000余万

元的假冒品牌U盘。目前，犯罪嫌疑人冯某

等10人因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已被宝山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本报记者 杨 洁
特约通讯员 李 辉

找人气网红直播带假货
宝山警方连破4案，涉案总金额1亿多元

 月 日，新修订的《上海市非机动车安

全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当天，上海市城管

执法局执法总队开出首张违规充电罚单，

一位居民因私拉电线充电被罚款  元。

修改后的《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

条例》，对电动自行车停放、蓄电池放置、充

电区域进行了明确规定。这些规定如何在

现实中落地，受到各方关注。这两天，不少

区的综合执法队执法人员与街道工作人

员，联合居委、物业实地检查小区内公共通

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对电动自行

车飞线充电、占用共用部位停放充电、入户

充电等行为开展突击检查。嘉定区还开通

线上有奖举报平台。

在“堵”住小区电动自行车乱象的同

时，也要做好疏导工作。黄浦区一个建造于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区，平均每三户人家

有一辆电动自行车，最多一户有 辆。街道

除了通过安装“用电安全报警器”，精准识别

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之外，还通过建设电瓶

车充电棚、充电柜等，使电瓶车数量与充电

点位的比例达到2: ，大大方便了居民。

疏堵结合，离不开多元共治。虹口区的

江湾镇街道江杨家园小区，居民区党总支、

居委会联合物业、业委会，通过清除“僵尸

车”，拿出公益性收入等，对小区的非机动车

停车位重新规划，将小区原有的充电点增加

4倍，非机动车停车位也相应增加到    

个。小区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归根到底就

是让居民的车辆“有家可归”“有电可充”。

要“硬”也要“软”，治标更要治本。通过

创新方式，对小区电动自行车的安全管理，不

仅可以逐步解决电动自行车乱停放、无处充

电的矛盾，还将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生

活品质，让居民更主动地参与到管理中。

今日论语

“3、2、1，上链接！”“直播带货”
近年来备受关注，然而，一些不法分
子借此大肆销售假冒商品，扰乱正
常的网络销售环境。记者今天上午
从市公安局获悉，今年以来，上海宝
山警方成功破获4起利用直播和电
商平台实施侵权假冒的违法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60余名，涉案总金
额高达1亿多元。

5月“科学流言”榜，“保健品”是高频

词。被称为“体考神器”的功能性饮品，

究竟能不能帮考生提升成绩？褪黑素又

到底能否安全地治疗失眠？这些服用保

健品的“三言两语”，背后的科学真相是

什么呢？

1.流言：被称为“体考神器”的功能

性饮品，能帮助参与体育考试的孩子提

升测试成绩？

真相：在“体考神器”成分表中，除去
水和碳水化合物，成分最高的是牛磺酸

和咖啡因。如一瓶60毫升的“小绿瓶”含

有540毫克牛磺酸，一瓶60毫升的“小黑

瓶”含有180毫克咖啡因。对照《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各类

运动项目产品中，牛磺酸的每日最大摄

入量为600毫克，咖啡因的每日使用量应

在20毫克到100毫克之间。显然，这类

产品可能会导致使用者对某些成分摄入

超标，影响健康。

功能性饮品一般都是面向成人，处

于生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服用不当，可

能导致身体系统紊乱。牛磺酸、咖啡因

都是神经兴奋剂，青少年对此耐受度低，

摄入后的反应会更加敏感，如摄入不当，

不仅睡眠容易受到影响，严重的还会导

致中毒。此外，功能性饮料含糖量高，也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肥胖、龋齿的

风险。正常状态下，人体是处于平衡状

态的，刻意补充某一种成分会打破平衡，

给身体带来伤害。

2.流言：褪黑素是治疗失眠的“神

药”，安全没有副作用？

真相：这种说法不严谨。失眠的种
类很多，褪黑素仅针对褪黑素缺乏或倒

时差导致的失眠有效，对其他原因导致

的失眠作用不大，吃褪黑素是无法起到

治疗作用的。

褪黑素是人体内一种调节睡眠的激

素。大脑中褪黑激素的合成和释放与一

天中的时间有关，天黑时增加，天亮时减

少，褪黑素的分泌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减少。然而，褪黑素并非万能神药，只

对下面两种情况的失眠有效：

第一种：倒时差。有证据表明褪黑

素可减轻时差反应，尤其当旅行者向东

跨越2—5个时区时。口服褪黑激素可以

改善某些时差症状，并减少白天的困倦

和疲劳。

第二种：褪黑素分泌不足。研究表

明，褪黑素可以缩短入睡所需的时间。

一般来说，35岁以后褪黑素的分泌开始

走下坡路，额外补充褪黑素对缺乏褪黑

素的老年人可能更有效。所以，并不是

所有人都适合使用褪黑素。

此外，褪黑素作为一种“激素”，不当

使用也是有“副作用”的，如头痛、困倦嗜

睡、短暂的抑郁情绪等。因此，在购买褪

黑素产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

合格产品，并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服用。

3.流言：保健品能治疗很多疾病，还

没有副作用，比吃药强？

真相：从定义来说，保健品只是一种
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不以治疗疾病为

目的。所以说，保健品首先是一种“食

品”。而药品则是用于控制、预防、治疗

疾病，具有明确的适应症、适用人群、用

法用量的产品。两者的区别不言而喻，

保健品作为食品，跟米饭面条馒头一样，

并不具有治疗、预防、调理疾病的功效，

而药品才是针对疾病的“正解”。

盲目轻信保健品，可能会损失钱财、

贻误病情，某些不合格的保健品甚至可

能造成功效成分过量摄入，威胁健康。

对于保健品来说，人们不是不能用，但不

该指望它治病，也不能只依靠服用保健

品以至于忽略了健康的生活习惯。

本报记者 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