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主
办的“2016 年食品安全热点解读报告
会”上，食品领域权威专家对 2016 年
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热点进行了科学
解读。

此前，一段手机拍摄的视频在网络
上被疯狂转发，视频中一位疑似“果农”
身份的中年男子称，无核葡萄是用避孕
药培育的，吃了会绝育。专家表示，避
孕药是动物激素，对植物根本不起任何
作用，这是以讹传讹的谣言。

自称是“理工女博士”的网友在微
信公众号发表文章《崔玉涛不敢说的真
相，伊可新等维生素 AD 伤害婴儿大
脑》，声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文献，维生
素 A 伤害宝宝大脑。据调查，世卫组织
原文为“不建议为减少发病和死亡，而
将给 1-5 个月婴儿补充维生素 A 作为
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二者含义完全不
同。世卫组织同时表示补充额定剂量
的维生素 A 是安全的。

小龙虾浑身是虫，不能吃？这是夸
大其词的谣言。真相是虾蟹不宜生食，
但煮熟的小龙虾可放心食用。经过高
温蒸煮炸等环节，虾、蟹、螺食材中存在
的肺吸虫等寄生虫可被杀灭。

街头的烤鸭为何价格低廉？有人
怀疑用的是长期注射激素的肉鸭。专
家辟谣称，肉鸭长得快是科学育种的结
果，打激素既不合法也不合算。有了优
良的品种、科学的配方饲料、养殖棚舍、
饲养管理以及防疫用药，肉鸭肉鸡等禽
类的生长速率一直在提高。现在的商
品肉鸭整个饲养周期一般为 43-56 天，
而且肉的品质较好。

“食物相克论”造成无数冤案，网上
有人称桃子不能与西瓜一起吃，会产生
剧毒马上丧命。专家表示，所谓桃子和
西瓜一起吃会致命的说法，不仅没有道
理，而且也没有实例佐证。

方便面作为“国民食品”，被爆出致
癌，还会引起胃肠功能失调，32 小时不
消化。“这个谣言是冷饭热炒了。”专家
介绍，合格的方便面产品是安全的，不
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消费者更应该
注意如何正确地食用方便面。

猪肉寄生了无敌“钩虫”？这是彻
头彻尾的无中生有。经专家确认，网传
图片中的所谓“钩虫”大部分都是猪的
血管、淋巴管等组织结构，在猪肉中并
没有“钩虫”一说。

（陈雪柠）

食品安全谣言逐一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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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已近，被七大姑八大
姨催结婚、生孩子的季节又要
来了。他们念叨着“两个孩子
好，可以互相照料”“孩子是婚
姻 的 粘 合 剂 ”“ 儿 女 双 全 多
好”。无疑，“二孩时代”的到来
让许多人面临着新的选择，生
还是不生？生二孩会让你更幸
福吗？

自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
来，一些家庭渴望拥有第二个
子女，对政策欣喜若狂；一些家
庭的反应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
样热烈。职业发展规划、教育
成本、生活自由度等因素使一
些家庭在面临生二孩的选择时
犹豫不决，并由此衍生出了“生
育二孩是否会让人们变得更幸
福”的讨论。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来自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副
研究员王钦迟对 106 个城市，
约 13 万人开展了研究。基于
原 国 家 人 口 计 生 委 组 织 的
2010 年下半年全国流动人口
动态监测数据和他自己的研究
数据，王钦迟在发表于《人口学
刊》的《生育行为如何影响幸福
感》中，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人的
生育行为与幸福感的关系。

该研究显示，生育行为对
幸福感的影响是明显的。有子
女的人比没有子女的人更幸
福，而且，在当前的经济社会条
件下，生育两个子女是最优的
选择。研究在对比了生育不同
性别孩子家庭的幸福度之后得
出：“儿女双全”的家庭更幸福。

尽管基于较大样本的研究
显示生二孩会让人更幸福，但
在生二孩前还需想好以下方
面：

另一半的态度
在一些家庭中，往往只有

一方想要二孩——爸爸想但妈
妈不想或妈妈想可是爸爸不愿
意。夫妻之间要统一意见，在
双方都能接受的情况下做出决
定。

经济承受能力
多一个孩子就会多一份花

费，孩子的花费涉及方方面面，
如衣食住行等。在计划二孩时
要考虑清楚是否能承受这些花
费，是否有办法应对。

谁来照顾孩子
孩子由谁来照顾是个很重

要的问题，家里的老人在帮忙
照顾第一个孩子之后是否还有
能力照顾第二个孩子？建议全
家人一起商量这个问题，避免
因为由谁照顾孩子及照顾理念
不同产生家庭矛盾。

妈妈是否要放弃工作
在 孩 子 无 人 照 顾 的 情 况

下，妈妈或许会考虑辞职在家
照顾孩子。但在此之前，妈妈
要思考清楚今后是否会因为过
早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而后
悔。

大宝宝的意见
在家庭做出最终决定前，

要征求大宝宝的意见，询问大
宝宝是否想要一个妹妹或弟
弟，以及考虑大宝宝的性格是
否能与兄弟姐妹友好相处。

夫妻双方的年龄
有的家庭特别喜欢孩子，

看到国家放开了二孩政策，不
顾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执意要
生二孩，这对整个家庭及未出
生的宝宝都是不负责任的。建
议夫妻双方在决定前向医生咨
询。

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
照顾新生儿要花费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需要足够的耐心
和细心。在经历了照顾大宝宝
的“战斗”之后，夫妻双方需要
在心理上准备好迎接下一个新
生命的到来。

（金鸽）

二孩时代：
你更幸福吗？

手机如今已成为很多人生活
的必需品。一些难以入眠或起床
困难的人往往会选择求助手机，希
望“万能”的手机应用能给他们带
来 良 好 睡 眠 。 不 过 ，德 国 专 家 提
醒，很多睡眠应用在设计上并不科
学，应谨慎使用。

手机睡眠应用通常可提供帮
助入睡、分析睡眠活动或确定理想
起床时间等功能。德国 N－TV 电
视台日前援引德国睡眠研究和睡
眠医学协会专家汉斯－京特·威斯
的观点报道，睡眠应用将来定会给
医学带来变革，但如果睡眠应用开
发者没有良好的医学背景，其产品
的科学性则难以保障。

威斯说，很多手机上流行的睡
眠应用实为“伪科学”，因为这些应
用仅从人们在卧室里的活动或发出
的声响等并不很具说服力的特征参
数判断人们的睡眠质量。相比之
下，睡眠实验室会记录脑电波、眼球
运动、肌肉紧张程度、血液氧含量、
心脏及呼吸活动等数据，并由专家
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评估。

“我甚至认为睡眠应用是危险
的，”威斯说，因为这些应用判断错
误的可能性较高，患有睡眠障碍的
人如果相信睡眠应用得出的结论，
则可能耽误病情。

德国联邦卫生部先前一项针
对手机健康应用的研究也显示，市
场上现有的应用程序几乎都无法
满足诊断或治疗需求，很多应用生
产者并不具有医学背景，他们的组
成非常“多样”，包括个人、私营企
业、健康机构、保险公司等。

（新华网）

慎用手机睡眠应用

随着春运大幕正式拉起，不少
装修工人也开始陆续提前返乡，跨
年装修的工地，即将面临春节停工
的问题。那么，要如何保证在春节
停工期间的安全，材料的保存以及
节后复工的工作衔接呢？

停工前，业主最好能够同施工
方一起对工地进行验收，登记现场
物品及材料数量，记录室内的水、
电、煤气等数据，签字备存。春节后
重新开工时，施工人员应和业主一
并进入现场进行清点，确定无误后
才可正式开工，这样可以避免一些
纠纷。验收完已做好的工程，接下
来就应该对已完成的成品、半成品，
以及剩余材料进行保护和存放。如
已经铺贴好的地砖，应该用防潮棉
保护起来，用剩的油漆、木料不能直
接放在阳台或是窗角等阳光直射，
或容易受到风吹雨淋的地方，以避
免产品变形、变质造成浪费。

停工期间，业主可利用这段时
间来仔细检查一下已完成的施工环
节中是否有问题。如果在停工前已
经完成刷墙工序，业主可先行观察
一下墙漆是否有开裂、出现明显刷
纹等问题。如果已完成墙砖铺贴，
业主可用小锤逐个敲击墙砖的每个
部分，看是否有空鼓现象。发现问
题后，可先做标记，在复工后，叫工
人先行解决。复工后，应首先通水
通电，查看水电、煤气的使用情况，
以及门窗、成品、半成品项目保护是
否得当。然后就要清点存放在工地
的物品情况，一般包括家装公司提
供的辅材、业主自购的材料，以及工
人存放在工地的工具。 （戴晓东）

跨年装修攻略

刚 刚 过 去 的 2016 年 ，我 国
的食品安全状况如何？凭感觉
评 价 不 如 看 看 权 威 的 数 据 ：中
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在 2016 年
共 完 成 了 30 期 食 品 安 全 类 解
析 ，其 中 17 期 属 于 热 点 解 析 ，
13 期属于风险提示。热点解析
较 上 年 减 少 25% ，风 险 提 示 较
上年增长了 24.8%。也就是说，
科普类的风险提示和知识增加
了 ，而 引 起 大 家 关 注 的 食 品 安
全热点事件和问题减少了。

那么 2016 年被大家关注的
食品安全热点有哪些呢？由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中国食品科
学技术学会主办的 2016 年食品
安全热点科学解读媒体沟通会
日前在京举行。会上，食品圈的
权威专家们对 2016 年的食品安
全八大热点进行了科学解读。

热点一
澳洲进口奶粉被吊销许可

证
科学解析：除了澳洲地区奶

粉品牌被吊销许可证，在 2016 年
中，也有其他多品牌进口奶粉被
检出问题。可见，乳品安全是全
球面临的共同风险，没有哪个国
家可以幸免。而国际乳品安全、
原料乳安全和加工安全等因素
将影响我国乳品质量安全。虽
然目前我国乳品安全与产品质
量水平已显著提升，但风险依然
不容忽视。

解读专家：任发政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

营养工程学院教授）
热点二
玉米粉“被壮阳”引关注
科学解析：在玉米粉里添加

“西地那非”冒充保健食品属于
非法添加行为，因为保健食品的
研发和审查、审定的过程中，严
格规定了原料的范围，而西地那
非 是 不 被 允 许 添 加 到 原 料 中
的。同时，在保健食品声称的 27
项健康功能中并没有改善性功
能这一项。因此，凡是号称具有
壮阳或者暗示有改善性功能的
保健食品都是夸大宣传，该行为

违反了食品安全法。要牢记，保
健食品不是药品，它不能治病，
也不能预防疾病。

解读专家：金宗濂
（北京联合大学保健食品功

能检测中心原主任）
热点三
网络食品安全存在隐患
科学解析：2016 年初曝光的

黑心作坊入驻“饿了么”，以及近
年来人们对网购食品质量和安
全性的担忧，让大家意识到了网
购食品的安全隐患。为了更好
地监管，需要实现平台规则的严
格化，所谓“擒贼先擒王”，监管
部门先将平台管住，再让平台通
过合同的方式去约束千千万万
的生产经营者，这样能极大地降
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绩效。同
时，建议持续强化政府的监督管
理，通过诸如信用信息的披露来
发挥消费者的选择力。

解读专家：王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
热点四
抗生素与兽药残留
科学解析：在我国，细菌的

耐药问题仍然主要是来源于临
床人用抗生素的滥用以及医院
内的交叉污染，食源性的耐药菌
对人类的健康威胁没有直接的
证据。但是，对于兽药在养殖业
的滥用和违规使用兽药后导致
的残留问题，仍需提高风险安全
意识。

解读专家：刘秀梅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研究员）
热点五
饮用水的“氮气门”
科学解析：氮气之所以作为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当中规
定的一种食品加工助剂，是因为
它的高度安全性。正因如此，也
规定了没有必要标注它的残留
量。氮气作为一种无色无味，不
和其他物质发生反应的惰性气
体，安全性非常高。消费者可以
放心购买和食用以食品级氮气
作为加工助剂的食品。

解读专家：孙宝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食

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
热点六
食品标签的是与非
科学解析：现在大部分产品

标签上存在的瑕疵与产品本身
质量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企
业还是要加强对法律法规细则
的研究，避免此类漏洞的产生，
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解读专家：元晓梅
（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副主任）
热点七
100%果汁被质疑虚假宣传
科学解析 ：100%果汁产品

在包装上向消费者明示产品配
料中含有纯净水，表明该产品属
于复原类的果汁。在产品名称
前面标注 100%，目的是如实告
知 消 费 者 内 容 物 的 果 汁 浓 度 。
目前，采用浓缩果汁进行加水还
原制作纯果汁是国际通用的加
工 工 艺 ，并 且 相 较 于 非 复 原 果
汁，复原果汁具有便于保存和运
输，降低成本，延长产品保质期
等多方面的平衡优势。

解读专家：胡小松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

营养工程学院院长）
热点八
引发关注的“胶水牛排”
科学解析：“重组牛排”是借

助肉的重组技术加工而成的调
理肉制品。当前，该技术已经成
为世界肉类加工领域重要的技
术手段。重组技术中使用的“碎
肉”是肉的分割或者肉块修整中
产生的，绝不等同于“劣质肉”。
另外，这类牛排中使用的卡拉胶
是从海藻当中提取的纯天然多
糖类物质，跟建筑用胶和塑料用
胶完全不是一回事。

解读专家：王守伟
（北 京 食 品 科 学 研 究 院 院

长、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
主任）

权威解析食品安全现状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

事长孟素荷对 2016 年食品安全

热点解析总结道：“从国家食药
监总局去年对全国食品样品监
督 抽 检 结 果 来 看 ，整 体 情 况 良
好，质量趋于稳定，表明 2016 年
中国食品安全的情况依然是稳
中向好。”孟理事长表示，微信、
微博等传播方式的普及，使目前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难点和重
点转移到网络自媒体平台。此
外，对 2016 年的食品安全热点分
析表明，“源头污染”已成为媒体
关注的焦点，比如“输欧茶叶含
高氯酸盐”“香港检出市售大闸
蟹中二噁英超标”“麻痹性贝类
毒素”及农残、药残等，中国食品
安全风险中难度最大的原料污
染问题已浮出水面。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
营 养 工 程 学 院 教 授 罗 云 波 说 ：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
我国食品安全治理还存在着一
些差距和不足，稳中向好的食品
安全形势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君
石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
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农业和食品
产业的结构与消费者对食品质
量和安全性日益增长的诉求之
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他
说：“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两方面
的矛盾，遵循风险分析的框架，
各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社会
共治，才能稳步提升中国的食品
安全情况。”

对于 2016 年食品安全全球
面临的挑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中心风险交流二室主任钟凯
说，全球贸易带来的结果是让每
一个食品中都可能含有多国的原
料。比如有消费者去欧洲购买牛
奶或奶粉，但其实欧洲动物饲料
里面基本上都是中国生产的添加
剂，也就是说，因为中国生产了很
安全的饲料添加剂，我们中国消
费者才能从欧洲买到安全的乳
品。如今，全球的食品领域的确
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并不可怕，我
们需要的是共同面对和解决出现
的问题。

（张艳艳）

家庭顾问

美好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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