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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自热食品：当心舌尖上的“安全”
文·摄影/北方新报融媒体记者 张巧珍 实习生 娜日苏

番茄牛腩自煮火锅、
麻辣肥牛自热火锅、经典
牛肚老火锅、卤汁焖肉饭、
红烧牛肉自热方便米饭
……走进呼和浩特各大超
市，五花八门的自热食品
成了时下消费者的新宠。
北方新报融媒体记者在连
日来的调查采访时发现，
这种不用火、不用电，只需
要加一瓶冷水就能享受热
腾腾美食的懒人神器，在
给消费者带来便捷生活的
同时，也存在一定安全隐
患。

容易被烫伤

在央视近期播出的
《每周质量报告》栏目中，
消费者蔡先生就曾遭遇食
用自热火锅引发家中燃气
报警器报警一事，一时间，
自热火锅被推上了风口浪
尖。事实真会如此吗？9月
18日上午，记者在玉泉区
七彩城的北京华联超市购
买一盒川香傲重庆冒菜自
热火锅。回到家后，打开包
装，先将火锅底料倒入餐
盒，并加入约200毫升矿泉
水，加入配菜及粉条，随后
撕掉发热包置于底层盒
子，加水至刚刚淹过加热
包，再将放有底料和配菜
的餐盒放在发热包上，盖
好盖子，并打开盖上的透
气孔。几分钟后，便看到有
蒸气从透气孔徐徐喷出，
随即盒子中传出“咕噜咕
噜”水沸腾的声音，用手靠
近火锅外沿，能明显感受
到高温，不过家里的燃气
报警器并未报警。

在呼和浩特市一家房
产中介工作的李菲是自热
食品的忠实粉丝，由于工
作繁忙，办公室的抽屉里
经常准备一些自热火锅等
方便速食。“引发燃气报警
器应该是一个几率问题，
不过，不小心被烫伤倒是
常有的事儿。”李菲说，有
一次她在食用自热火锅
时，揭盖的过程中，手腕皮
肤不慎被蒸汽灼伤，一个
多星期才好。

无独有偶，23岁的市
民席小天也有食用自热火
锅的习惯，“相对来说，自
热火锅还是比较实惠的，
二十几块钱的价格可以吃
到很多种菜品。”席小天笑
言，她是一个很懒的人，即
使是周末独自宅在家里，
也喜欢买一盒自热火锅解

决午餐，在她看来，一边看
电影一边吃火锅，是一件
非常惬意的事情。不过让
席小天担心的是，自热火
锅发热包的散热时间过
长，经常不小心被烫伤，且
使用过的发热包也不知道
究竟该如何处理。

记者注意到，在自热
火锅的外包装上，也在明
显的位置写有温馨提示：
小心蒸汽烫伤，未成年人
请在成人陪同下操作、食
用。那么，发热包在使用的
过程中温度到底能达到多
少摄氏度呢？记者做了一
个实验，用温度计测量刚
刚加热3分钟的发热包，温
度竟然高达98摄氏度。食
用完半个小时后，发热包
依旧很烫，将其放进塑料
袋中，塑料袋不到2分钟就
被烫皱了。

会释放微量氢气

在调查采访中，不少
市民均表示，比起方便面，
尽管自热食品更加便捷，
但同时存在很多安全隐
患，除了发热包遇水后产
生的蒸汽容易烫伤皮肤
外，其内含的各种化学成
分也让人担忧。

记者注意到，自热食
品的发热包只有巴掌大
小，成分大部分为氧化钙、
铝粉、碳酸钠、氢氧化钠，
并明确写着：注意通风，勿
在狭小空间内和放玻璃制
品上使用。那发热包到底
有没有危险呢？9月18日，
记者拨打发热包上标注的
厂家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记者随后登录天猫商城，
在一家专门销售发热包的
创意生活店铺，店小二告
诉记者：“发热包发热的时
候，会产生微量的氢气，这

也是网传自热火锅引发燃
气报警器报警的主要原
因。”该店小二表示，氢气
是一种极易燃烧的气体，
在密闭的空间内遇到火
源，很容易发生爆燃，所以
销售的发热包上面都清楚
都标明“注意明火”“勿在
狭小空间内使用”等字样。

另外一家名叫“新奇
特自热发热包饭盒工厂
店”的店铺，发热包月销量
达4万件。店小二一再声
称，“发热包绝对没有安全
隐患”。

不用火不用电，发热
包发热的原理到底是什
么？真的没有安全隐患吗？
9月19日，记者就此事采访
了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民族
中学的化学老师王丽婷。
王丽婷仔细观察了发热包
后表示，发热包发热的原
理，主要是其所含的氧化
钙、铝粉、碳酸钠、氢氧化
钠等物质遇水会释放大量
热量，其中铝粉和氢氧化
钠反应会生成微量氢气，
如果通风不好或者空间比
较狭小，可能会存在安全
隐患。由于发热包遇水散
发的热量平均温度能达到
90~120摄氏度甚至更高，
故在加热自热食品时除了
防止被烫伤，还应当注意
不要放置在玻璃桌面上进
行加热，否则很容易使玻
璃爆裂。

少有安全警示标志

9月18日上午，记者接
连走访了呼和浩特市维多
利超市、华联超市、利客、
一团火等多家超市，发现
自热食品区琳琅满目，有
自热火锅、自热烧烤、自热
米线、自热螺蛳粉……自
热食品为何如此受人们的

喜爱呢？销售人员告诉记
者，自热食品最大特点就
是方便，不需要电、煤气，
只需要一瓶水，随时随地
皆可热。随便拿起一款自
热食品，上面均写着“冷水
自煮”“不用火不用电，15
分钟即可享用”等字样。

事实上，自热食品的
种类远不止这些，打开京
东、天猫等电商平台，输入

“自热食品”字样，有不下
200个品牌。除了海底捞、
德庄、川香傲、皓康、统一
等大众熟悉的餐饮公司和
食品公司抢滩市场，就连
卫龙、良品铺子、三只松
鼠、百草味这些专做零食
的商家，也都在网上卖起
了自热食品。自热食品的
价格从15~50元不等，其中
尤以自热火锅最受欢迎，
不同价格食材种类也不尽
相同。价格十几元的一般
是素火锅，里面除火锅底
料和一些调料外，会有蔬
菜包和宽粉包。价格在20
元以上的火锅，食材相对
丰富一些，里面会含有肉
类，比如毛肚火锅、牛肉
火锅等。像30几元的海底
捞自热火锅，还分藤椒、
番茄或者牛油等底料。在
采访中发现，除了海底捞
和自嗨锅的自煮火锅在
外包装上有发热包使用
须知和安全警示标志之
外，其他多数品牌外包装
上没有关于发热包的安
全警示。有的品牌只在不
明显的位置写着注意事
项或者温馨提示：小心蒸
汽烫伤，请勿放在玻璃器
皿上操作等。

食用自热食品5个注

意事项

9月19日，记者就此事

采访了呼和浩特市消费者
协会负责人巴懿志。她表
示，随着天气变冷，自热食
品也将进入新一轮的销售
旺季，但消费者对这种自
热食品的工作原理、安全
隐患缺乏了解，呼和浩特
市消费者协会特别提醒消
费者在购买和食用时要注
意5个方面：第一，自热食
品中的发热包主要成分氧
化钙和铝粉，含量均在
40%左右，属于“遇水放出
易燃气体的物质或混合
物，其成分属危险化学
品”，在运输中属于危险货
物，乘坐火车和飞机不可
携带；第二，发热包发热时
温度可达到90度以上，直
接接触可造成烫伤；第三，
发热包在使用过程中会释
放微量氢气，一旦遇上火
源，如点烟、开空调、发动
发动机等，都有爆燃隐患；
第四，消费者在使用时一
定要仔细阅读说明书，并
严格按照提示内容操作；
第五，食用完自热火锅、自
热米饭，发热包避免大量
堆积或与水接触，并应当
按有害垃圾进行处理。

【热议】

自热食品须有
“国标”规范

文/张西流

不可否认，自热食品
的出现，真的是丰富了我
们的生活，也更适合这个
快节奏的时代。然而，近日
据北京、浙江等地消防部
门实验，在向自热食品底
座注入矿泉水后，只需短
短20秒，上部食物就开始
煮沸，并冒出热气。此时
如果自热食品出气口被
不慎堵住，很容易就会造

成整体包装膨胀，甚至最
终爆炸。可见，自热食品
也是一种危险品。基于
此，广西、福建、四川等地
将自热食品列入动车“黑
名单”。

事实上，相比少数地
方禁止动车上使用自热
食品，民航系统则全面禁
止自热食品“登机”。据机
场人士介绍，自热食品里
面的发热包，主要成分是
焙烧硅藻土、铁粉、铝粉、
焦炭粉、活性炭、盐等。根
据中国《民航旅客禁止随
身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
第三条规定，镁铝粉属于
危险物品，是不可携带和
托运的。可见，虽然自热
食品给人带来方便，但在
搭乘交通工具时，也存在
一定的危险性，必须禁止
携带。

此前据媒体报道，近
年来乘客使用自热食品
时，误触高铁烟雾警报器
并造成高铁减速的事件
屡有发生。2019年1月，一
名男性乘客在乘坐G1684
高铁时，因使用自热盒饭
过程中操作不当，导致车
厢内烟雾滚滚并触发报
警器，致使高铁减速行
驶，被乘警批评教育。
2019年2月的一天，从厦
门开往北京的K572次列
车在运行至漳州到龙岩
区间时，有乘客反映称，
有位女性旅客在用自热
饭，看起来很危险，希望
乘警到现场进行处理，后
乘警对涉事旅客进行了
批评教育。

然而，交通出行禁带
自热食品，须有“国标”规
范。目前，国内暂无自热
食品和发热包相关国家
标准及行业标准，亟需填
补这方面的空白来保障
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
毕竟，安全比便利更重
要。“国标”应将自热食品
列入危险品，一律禁止带
入交通工具，并严把安检
关口。同时，市民在出行
前，需检查好自己的行李
物品，不要携带自热食品
等违禁物品，以免耽误自
己的行程。特别是，相关
食品企业应注重产品研
发，在产品质量和安全性
上面下功夫，完善的更好
一些，相信自热食品会和
方便面一样，成为人人都
需要、又便于携带的安全
食品。

消费者在超市内购买自热食品 自热食品成网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