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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开庭审理后，上海市长宁区法院

于今年4月21日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

告小吃店应赔偿原告夏女士1.12万元。

承办法官傅君解释说，在类似案件

中，被告方负有比原告方更重的举证责

任。以本案为例，原告就当晚购买、食用

小龙虾，次日凌晨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

并于次日清晨去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急性

肠胃炎、横纹肌溶解等提供了相关证据。

法庭依生活常理，推断原告因食用小龙虾

不适而去医院治疗有着比较强的关联

性。同时，结合鉴定机构的意见，不能排

除原告就医与食用不洁食物之间的关联

性。因此，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一方。

傅君说，被告作为食品的生产者与销

售者，应当对其销售的小龙虾符合质量标

准承担举证责任。而且，事发盛夏时节，

天气较为炎热，被告外卖的小龙虾又是直

接食用的食品，被告理应对小龙虾的来源、

烹饪的成熟度、容器的清洁度以及外送包

装的适宜性等更为注意，并采取适当的措

施以确保食品安全。但在本案审理中，被

告对这些都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综合本

案具体情况，法庭认定被告应对原告的合

理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原告向被告

主张80%的赔偿责任，法庭予以准许。

男子健身猝死
家属索赔155万余元

2016年6月底，昆山一男子张某在某

健身房内办了一张健身会员卡，并聘请了

一名私教，共计花费6000余元。之后，张

某多次在该健身房接受健身服务，期间没

有出现任何问题。

直到事发当日下午，张某再次来到健

身房内，根据私教制定的健身计划先后进

行了游泳训练、跑步训练、臂肌训练、负重

训练等，期间私教一直在旁指导并记录健

身项目和运动量。在进行上斜腿举器负

重锻炼过程中，张某突然感到一阵心悸头

晕，随即晕倒在地，身体抽搐，旁边的私教

见状立即与健身房内的急救人员对其采

取急救措施，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但

救护车在将张某送往医院的途中，张某不

幸身亡。

经鉴定，张某系因冠心病发作致急性

心功能衰竭而死。张某去世后，其家人悲

痛不已，认为张某才三十出头，平时身体

也都好好的，出事那天家里人认为他也只

是跟往常一样去健身，谁知道这一去竟然

发生了这种意外，实在难以接受。之后，

张某家人多次与该健身房协商赔偿事宜，

健身房支付了5.5万元，但张某家人认为

赔偿金额过少，便起诉到法院要求该健身

房赔偿各种损失共计155万余元。

办卡时
明确表示自身没疾病

经调查，法院得知，张某在办卡时，该

健身房提供给他一份《健康问答卡》，上面

罗列了一些不适宜健身的疾病及健身可

能对身体状况产生的影响提示，张某明确

表示自身没有疾病，并在问答卡上签字

确认。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某在办卡时，

健身房向其提供了《健身问答表》，并在问

答表内用了大量篇幅列明了健身可能对

身体状况造成的影响，已经尽到了风险告

知义务，且健身房并非医疗机构，不具备

相应技术和设备对张某的身体进行检查，

只能依据张某自行提供的信息来了解其

是否患有身体疾病，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健

身方案，但张某隐瞒了自己患有冠心病的

情况，系疏于对身体进行管理的表现，因

此，张某应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私教没资质
健身房提供服务存瑕疵

结合当日私教所做的记录，法院认真

观看了当天张某在健身房内的视频资料，

发现张某在事发当日的训练强度并没有

超过常人可忍受的范围，每个项目之间均

有休息，期间张某也未表现异常，且事故

发生后，私教及健身房内的急救人员也对

张某及时采取了持续的急救，没有拖延，

故健身房已经尽到了保障和救助义务。

但是，由于张某比普通会员缴纳了更

多的费用聘请私教，理应享受更专业的服

务，而经调查，张某所聘请的该名私教并无

国家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只是该健身房自

行培训上岗，且在健身风险提示方面，未对

张某做到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告知，因此存

在瑕疵，健身房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此次

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约为120万元，并判令

由被告健身房承担10%的赔偿责任。

男子聘请私教健身竟猝死，谁之过？
法院：死者隐瞒病史担主责 私教无资质服务有瑕疵

外卖小龙虾吃出横纹肌溶解
消费者要求卖家担责八成获法院支持

《扬子晚报》

江苏苏州昆山一男子在健身

房内聘请私教健身，却在健身过程

中猝死。原来，该男子患有冠心

病，而他在办卡时却向健身房隐瞒

自己患病的事实。出事后，该男子

的亲属起诉向健身房索赔100多

万元。近日，昆山法院审结了这起

生命权纠纷案件，判令由被告健身

房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北京晨报》

食用外卖后身体不适，该怎么

维权？夏女士就碰到了这样的

事。夏女士食用外卖小龙虾后引

发急性肠胃炎、横纹肌溶解，将涉

事小吃店告上法庭，要求涉案小吃

店承担80%的赔偿责任，赔偿医疗

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 2.3 万余

元。日前，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审理

后判决小吃店赔偿夏女士1.1万余

元。小吃店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

诉。近日，记者从二审法院获悉，

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吃了两斤小龙虾后肌肉酸痛

据法院介绍，2016年8月5日晚上，

夏女士通过手机拨打涉案小吃店的外卖

电话，买了十三香小龙虾、白灼小龙虾各

2斤，付款200元。当晚，夏女士与母亲共

同食用了小龙虾，夏女士大约吃了2斤，

夏母大约吃了1斤。

据夏女士讲，当晚临睡前就觉得肚子

有点不舒服，之后，她母亲在次日零时许，

她自己在次日凌晨2点半左右，先后出现

呕吐现象。到早晨5点钟左右，母女俩都

出现了背部及颈部肌肉酸痛，头晕、恶心、

四肢乏力等症状。清晨5点半，夏女士驾

车去医院就诊并住院治疗，医生诊断为急

性肠胃炎、横纹肌溶解。

认为食物不干净索赔医疗费

2016年11月，夏女士向长宁法院起

诉，认为涉案小吃店外卖的小龙虾不干

净，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对她遭受的

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赔偿医疗费、

误工费等共计2.38万元。小吃店则认为

自己证照齐全，从业人员都有健康合格

证，也没有听说当天食用他们店小龙虾的

其他顾客出现类似症状，因此不同意夏女

士的诉讼请求。

经夏女士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

构对夏女士被诊断为急性肠胃炎、横纹肌

溶解后所需的休息、营养、护理期间以及

夏女士该症状与食用小龙虾之间的因果

关系进行鉴定。相关鉴定意见为：患者出

现横纹肌溶解的确切原因目前尚无定论，

可能由两个原因导致，一是食用不洁食物

引发病毒感染，二是剧烈运动后导致。如

果有证据证明小龙虾是不干净的，则不能

排除食用小龙虾与产生横纹肌溶解这一

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就现有材料无

法给出鉴定意见。

被告未能充分证明无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