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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

咱家餐桌上该摆些啥？

最近，杭州市场监管部门在检查中发现，微
信朋友圈里火了半年的某曲奇饼干的一处生产作
坊，属“三无”代工厂，还冒用“QS”企业食品生产
许可标志。

无独有偶，另一款名为“蜂窝煤”、同样红遍微
信朋友圈的“网红蛋糕”，其标榜的竹炭粉排毒养
颜功效，近日也被专业机构证实为子虚乌有。

作为一种“新食尚”，通过朋友圈微商选购美食
很流行。从私房美味到家酿果酒，从早茶点心到夜
宵小吃，从美容靓汤到食补偏方，“圈”里出售的食品
无奇不有。一些卖家利用社交媒体特殊的宣传、营
销方式，将自制食品打扮成“网红”，在朋友圈里卖得
风生水起。然而，这边“吃货”们正忙着下单，那边“网
红食品”的狐狸尾巴已被揪出：无证销售、质量问题、逃
避监管……微信用户时不时打起冷战：“圈”里选购的
私房美食，还能放心地吃吗？

“圈”里的美食宣传，往往真假难辨。利用朋友圈熟
人关系、口碑传播的社交特性，一些网络私房美食经营者
经常发动诸多营销公众号为其背书，并用图片、视频等方
式，给粉丝制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不仅让食客胃口大
开，价格也越炒越高。

比如，这次被查处的“网红”曲奇，就曾将一款产品的价
格最高炒到每盒300元，单日最高售卖量超过3000盒。由于
过度追捧“网红”，一些消费者对朋友圈里销售食品的生产日
期、生产地址等信息不太关注，也给不法卖家带来可乘之机。

“圈”里的美食监管，往往存在执法难点。我国食品安全
法明确将网络销售食品纳入监管范围，但与淘宝网等电商平
台相比，微信朋友圈的平台属性界定模糊，对个人微信账号能
否从事商业经营性活动，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由于朋友圈
的社交空间相对封闭，如何对其有效监管，还处在探索阶段。

有光的地方，就有阴影。真正的“网红食品”数量不少，
但营销套路满满、消费陷阱遍布的“网红食品”也不少。
在微信朋友圈选购美食，务必多几分慎重。相关部门
也应创新监管方式，对不法商家侵入朋友圈的营
销行为，一查到底；同时要尽快完善法律制
度，标本兼治。希望执法部门、企业与
消费者形成合力，让玩猫儿腻的

“网红食品”无处遁形。

■人类将在十年内“终结”感冒？

感冒病毒有三大类超过200种，普通感冒每年影
响20亿人。英国约克大学数学生物学教授雷敦·瓦罗
克说，研究人员发现了可以阻止基因信号在病毒间传
播的方法，未来十年内，人类或许可以通过服药预防感
冒或者让感冒发作时间缩短。

约克大学、利兹大学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研究
人员共同努力，“解锁”了能引发感冒和脊髓灰质炎的副
肠孤病毒“密码”，阻止了其复制过程。研究人员说，类
似机制应该可以应用到其他感冒病毒身上。它可比勤
洗手、不对人打喷嚏这类预防手段有效得多。

■你为什么老找不到钥匙？

假如你正在找一把钥匙，它就在两张桌子中的一
张上面。一张桌子上干干净净，另一张上面则乱七八
糟地放着纸、书、咖啡杯等各种东西。怎样才能最快找
到钥匙？当然是“专攻”那张乱糟糟的桌子啦！但实际
上你真是这样做的吗？

研究人员找来28名志愿者，让他们在计算机屏幕
上进行与上述类似的寻找物品试验，同时用高速红外
线摄像机追踪他们的眼球活动。结果显示，虽然最佳
方案是专注在乱桌面上寻找，但实际上，志愿者们半数
时间眼睛会“不由自主”地瞄向空桌面。这一做法令找
东西的效率大打折扣。 （据新华社）

●在泰国随便喂鱼 后果很严重

去泰国旅游需要注意了：不要随便给海里的鱼喂
食，否则可能有牢狱之灾，就像一名俄罗斯游客最近的
遭遇一样。

名叫奥尔加·斯米尔诺娃的53岁游客日前因为在
皇帝岛用面包喂珊瑚礁里的鱼被巡逻警察拘留。警方
对这名游客提起诉讼，指控她“在禁区或有珊瑚礁的地
区喂鱼”，伤害海洋生物。有这类行为的人在泰国可被
处以1年监禁或10万泰铢（约合1.97万元人民币）罚
款或同时两种处罚。

据《普吉公报》报道，斯米尔诺娃在拘留所度过拘
留最高时限48小时后由一名朋友保释，避免了被送进法
庭监狱，眼下正在等待法庭审理此案。

这个泳池虽看起来只有 10 平方米左右，但只要
身处里面，就永远游不到头。泳池有流速控制系统，
它会智能地根据游泳者的游速、泳姿自动调整，以让
池中静止的水定向流动，而流速正是游泳者的游速，
使游泳者相对泳池原地不动，与跑步机原理类似。

（据《北京日报》）

能止鼾的智能枕头

改变生活

德国研发的这款智能枕头内部有两个传感器——
头部位置传感器和鼾声传感器。鼾声传感器检测到鼾声
后，智能枕头立即启动，并迅速探测到用户头部所在的位
置。此时，控制盒启动充气操作，对应的气囊开始缓慢充
气并推动头部转动，直到你停止打鼾或鼾声明显减小。

永远游不到边的游泳池

从舌尖上的味道，到舌尖上的安全和健康——

近来，“穿山甲公子”“穿山甲公主”事件引发热议，
一些炫耀性、非理性、不健康的饮食风气受到批评。什
么样的饮食习惯才健康？哪些饮食风尚值得提倡？随
着消费升级，安全要求高了，符合标准的食品就能放心
吃吗？市场选择多了，进口食品一定更可靠吗？

你家餐桌上有没有“野味”？

“我刚生完小孩儿，奶水不足，婆婆听说穿山
甲鳞片通经下乳，问我在哪可以买到。我上网一
搜还真有卖的。”上海市长宁区居民成佳妮说，

“不过，最近‘穿山甲公子’‘穿山甲公主’的事挺
热，穿山甲是国家级保护动物，我就劝婆婆别买，
不要迷信吃野味，伤害动物。”

不过，至今社会上仍有一些人“偏爱”野生动
物。今年年初，一个微博用户炫耀“第一次吃穿
山甲，口感很好，已经深深地爱上这野味了”，遭
到网友声讨，这个微博用户被称为“穿山甲公
子”，上了搜索热词。随后，另外一个女性网友也
发文声称“吃了穿山甲、蛇、天鹅和猫头鹰”等野
生动物，字里行间流露着“优越感”，被网友称为

“穿山甲公主”，目前这个“公主”已经归案。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高级顾问孙全辉认为，当今

社会还存在食用野生动物的传统陋
习。吃野味，在一些人看来能够滋补
养生，甚至扭曲为猎奇炫耀。网友指责

“穿山甲公子”“穿山甲公主”们，也表明
越来越多的人不认同这样的饮食陋习。

“饮食观念的改变，需要科学知识的
普及。”成佳妮说，“比如，我曾迷信过吃

‘野生’鱼，担心养殖鱼体内会有抗生素。
后来，听营养师介绍，养殖鱼体内的抗生素
残留其实很少，影响可以忽略，反而野生鱼生
长周期长，体内的重金属污染物更容易超标。”

北京航天总医院病理科医师李燕坤说，人
们食用的野生动物，未经过检疫部门检测，其
脑、血液及肌肉中可能含有病毒、寄生虫，食用后
可能会患结核、甲肝等疾病。

“概念”食品名副其实吗？

“你看这超市货架，就有饮食观念的变化。几年前，
方便面、薯片、巧克力、可乐都摆在超市显眼的位置，买
的人也多。现在，有机食品、保健食品、绿色食品的货架
明显增加了。”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居民赵晶做了30多
年的家庭主妇，她一边逛超市一边说，“可是如果新概念
太多，看着眼花缭乱，会让人无所适从。如何挑选放心
食品，还真得下不少功夫。”

“就说有机食品吧，各种形式的标签都有，在一些电
商平台还有人直接贩卖标签，老百姓想花钱买更健康的
食品，结果被骗了都不知道。”赵晶说。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对健康饮食的建议
是，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多
吃蔬果、奶类、大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
控糖限酒。

但据市场调查研究公司AC尼尔森的报告，一些人
并不看重食物的种类，而认为食物贴上“零添加”“纯天
然”“无人工味素”等标签就显得更“健康”。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说：“有
些企业标榜‘零添加’，加深了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的误
解。现在，一些人谈‘添’色变，错把非法添加物当成了
食品添加剂。三聚氰胺、苏丹红都是非法添加物，合格
的食品添加剂不应该替它们背黑锅。”

市场上一些所谓的“保健品”“营养品”也很迷惑人。

自从几个月前被查出骨质疏松后，哈尔滨
居民张薰每天早上都给自己添一杯蛋白粉：“听
说吃蛋白粉有助于增强抵抗力，减少疾病。我平
常工作压力大，没时间锻炼，吃营养保健品总有好
处吧？”

其实，这个观点未必正确。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
院食品营养与安全系副教授范志红说，目前，并没有
研究证明长期服用蛋白粉能减小患疾病风险。对于
膳食中蛋白质确实不足或者要快速增肌的人来说，
服用蛋白粉类产品还是有帮助的。但是，那些膳食
中蛋白质已经充足的人，就要考虑到对身体其他方
面的影响。补充过多的蛋白质增加肝、肾负担，甚
至可能是有害的。“就算真要补充蛋白质，吃蛋白
粉不如喝豆浆，吃海参也不比吃鸡蛋更有效果。”
范志红说。

范志红说：“许多人喜欢吃味甜、精细、香浓的
食物，不喜欢吃苦涩、粗糙、淡味的食物。事实上，
吃那些‘不好吃’的食物往往更有利于健康。”

《美国临床营养学》总结了天然食品中各种
“保健活性物质”的味道，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带
有苦、涩或刺激性口感。比如，食物中的单宁、植
酸和草酸，味道发涩，却是强力的抗氧化物质，
对预防糖尿病和高血脂有益。

品质食品去哪儿买？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
意为质量可控、营养均衡、丰富多样和加工便捷
的食材埋单，“新鲜”“安全”成为餐桌消费追求
的核心。

“现在，我对食品消费的理解，先是保证安
全，继而追求健康，更高层次是追求色、香、味俱
全。但在生活中总感觉国内市场上的食品供给
还不能完全满足这些需求。”北京市西城区新文
化街居民秦健说，“从菜市场上买的蔬菜没有农
药残留超标，市场上不再有‘僵尸肉’‘毒大米’，
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吧？”

“都说电商生鲜挺火，但我在网上买了车厘
子，到手后打开一看，竟然蔫了。”秦健说，在线下
商场与线上电商平台都有过糟糕购买体验后，买
到优质、放心的好食品，总感觉不容易。

“从总体上看，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为代表的特色、安

全、营养农产品总量仍然很小，占全国同类农
产品产量不足20％。”农业部食物与营养

发展研究所食物营养评价室副主任
王靖说。

“安全是前面的 1，各种
营养添加都是后面的0，

不能保障安全，别的
都没有意义。”

刚刚成

为母亲的成佳妮感叹，现在不少家庭为了安全，
选择从国外代购奶粉，然而国外的奶粉是根据
国外孩子的体质生产的，国外家庭的膳食习惯
也跟国内不一样，“迷信‘洋奶粉’，并非安全就
有保障”。

“比如，日本明治、森永两大品牌奶粉碘
含量低，这与日本的饮食结构有关。日本人
吃海产品比较多，如海苔，就富含碘。但中
国宝宝需要从奶粉中补充碘，长期给孩子
食用外国奶粉，会不会产生新问题？”成佳
妮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颖廉认为，食
品安全包括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两
部分，前者指能不能吃饱，后者则要
求吃出健康和营养。食品质量安
全是满足温饱条件下的更高要
求，政府必须管理得更为科学和
精细。

“从舌尖上的味道，到舌
尖上的安全、健康，人们对天
然、绿色、安全、精准、方便
营养食物的需求急剧扩
大，与国民健康相关的
营养与功能性食品开
发成为食品领域的新
兴产业。”王靖说。

朋友圈的“网红食品”你敢吃吗？

家庭餐桌上，别少了这些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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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类食品含丰富的优质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钙及B族维生素。大豆中的豆固醇可降低血清总胆
固醇，使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大豆富含钾，对
心血管患者健康有益；还有含量丰富的异黄酮，对防
治骨质疏松、阻断与抑制癌的发生也有良好作用。

花椰菜（即菜花）、西兰花等
十字花科蔬菜，钙、钾、钠、铁等碱
性元素含量丰富，属碱性食物，在
维持体内酸碱平衡中起重要作用。

豆浆
豆奶

十字花科
蔬菜

番茄

番茄除了具有一般蔬菜的营养特
点，还富含番茄红素，是较强的抗氧化
剂，可改善老年性黄斑变性。调查表明，
人体血浆中番茄红素的含量越高，癌症、
冠心病的发病率越低。

菌菇

从营养价值看，菌菇类食物除含有较多的
营养成分如氨基酸等外，还含有较多的矿物质
和维生素。其中，黑木耳有抗血小板聚集、降低
血凝作用，可减少血液凝块，防止血栓形成，有
助于防治动脉硬化症，对癌细胞也有抑制力。

荞麦是粮谷类食物，蛋白质
含量较高，脂肪仅占2.5％，其中
赖氨酸含量比小麦、大米约高2
倍。荞麦含有丰富的亚油酸、柠
檬酸，还有较多膳食纤维。

荞麦

（本组稿件均据《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

延伸阅读▶▶

●小兔子怕冷 陆龟来照顾

一只两周大的小兔离奇地出现在美国一家酒店内
的陆龟住所中，不但得到陆龟为自己驱寒的服务，还赢
得了这只陆龟的友谊。

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2月的一天清晨，亚利桑
那州马拉那鸽子山丽思卡尔顿酒店的护林员在酒店饲
养的陆龟“万巴”窝里发现了一只两周大的沙漠棉尾
兔。这只小兔看上去非常虚弱，和陆龟“万巴”紧紧依
偎在一起，脖颈处还被草和植物覆盖着，里外4层紧密
厚实，甚至和它的皮毛掺杂在一起。

酒店护林员罗恩·布林克说，这两个完全不同种的
动物似乎在一夜间结下了友谊。当护林员挪走小兔
时，陆龟非常不乐意，发出哼哼的声音。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