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的并非绝对安全
我们会不惜重金海淘进口产品，因为相信

国外的食品没有食品安全问题，但杜震宇教授

认为，这可能只是国内消费者的一厢情愿。他

从 2005年开始，先后在法国和挪威从事食品

安全有关的生物学研究，并担任挪威国家营养

与海洋食品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身在海外多年，他看到即使在西方发达国

家，也并非是食品问题的净土。杜震宇举例说，

2010年，德国发生了因鸡饲料污染导致的鸡

蛋二恶英超标，2011年欧洲毒黄瓜大肠杆菌

超标导致 20多人中毒，而这些，也仅仅是近年

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中的

一小部分。“这说明，即使西方发达国家的食品

安全标准和相关法律可能比我们更加完善，但

未必就一定能杜绝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

在前不久的欧洲“马肉风波”中，有人认为无

非是将马肉代替牛肉，怎么就必然危害健康了

呢？“其实这一事件的本质是，不符合人类食用标

准的农业产品进入了食物当中。”学者进而解释

道，在欧洲，牛肉的各项检测标准很完善，而相

反，许多国家根本不食马肉，因而对马肉的监管

标准远低于牛肉。所以，在“马肉风波”中，被人为

掺入到牛肉中的马肉，其安全品质无法得到保

障，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食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不单我

们在面对。”杜震宇教授说，除了监管漏洞、黑

心商贩外，还要认识到，环境污染也是威胁人

类食品安全的主要元凶。“而这也是人类发展

的必然结果，我们一边渴求绿色、天然的农产

品，一边又不断追求可能导致农产品不再绿

色、天然、安全的新科技和生活方式。因此，常

保持一颗为人类子孙后代担忧的心灵，意识到

自身在环境保护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中的责任

和地位，或许是我们比过分担忧当前的食品安

全问题更重要的事”。

真是取舍两难！

野生的反而难控质量
也正是由于工业发展带来的影响，野生的

不一定比饲养的更安全。“你不知道野生鱼从

何而来，说不定它就生长在一个工厂排污口附

近。”杜震宇教授表示，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人习

惯拒绝野味的原因。

他曾和我国原卫生部营养和食品安全研

究所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对包括上海在内的

中国五大城市市面上常见的 24种水产鱼类体

内的污染物进行了全面检测。结果显示，虽然

养殖鱼类体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农药残留物

和重金属，但均远低于国际和中国的安全限

量。相反，我国东南、东北沿海捕捞的野生鱼类

体内的污染物含量则远远高于养殖鱼类，有些

甚至高于国际和中国的安全限量标准。由此可

见，野生鱼未必比养殖的更“绿色”。

自然界中，污染物的积蓄随着食物链的层

层传递而被沉积、富集和浓缩。而在正规的人

工养殖环境下，鱼类往往用配合饲料进行喂

养，这就减少了鱼类积累污染物的食物链环

节，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养殖品种的污染物含

量。“大规模、集约化的水产养殖的安全性现在

越来越高，正规企业在水质、饲料、鱼的样本等

环节层层监控，相反，野生动物则无法监控它

是否安全。”

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物
走进超市，拿起一样食品，看到产品说明

上的各种化学元素名称，你会不会望而却步？

学者向记者形象地打比方说：“食盐、氯化钠、

NaCl，哪种可食？它们其实代表了同一种物质，

但由于长期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读，造成看到后

两种名称感觉不适。”他认为，人们容易对不熟

悉的事物心生恐惧，但食品添加剂不等同于苏

丹红、三聚氰胺这样的非法添加物，只要用量

符合标准，对人体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当然，还是提倡少吃零食，多

在家自己做饭，勤俭节约，减少对

大自然的索取。”杜震宇教授表示，

无碳、“光盘”其实都与食品安全挂

钩，而根据营养学的经典理论———

不挑食，什么都吃，什么都不多吃，

那么也可以有效降低风险。

避孕药
“躺着中枪”

据检索，黄鳝养殖

使用避孕药的最早说

法始于1998年，但当

时人工网箱养鳝技术

刚起步的时候，湖北、

江西有些养殖户，在黄

鳝快怀卵时，为了给黄

鳝“避孕”，使用过避孕药。效果适得其反，不仅没

避孕成功，还造成黄鳝大量死亡。

安徽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博士王永杰介

绍，黄鳝幼龄全是雌性，经过性逆转，三年后变

为雄性。雄性体大，雌性体小。而避孕药所含为

雌激素，用避孕药催肥，从生物学角度讲是站不

住脚的，因为黄鳝要变成雄性才更肥大，雌激素

只能让黄鳝更“母”更小。此外，黄鳝味觉很好，

常常拒吃有异味的饲料，使用避孕药还会导致

黄鳝抗病能力下降，增加死亡率。

还有专家做过实验，结果显示，饲料中添

加激素的黄鳝，一个月内生长速度比不用激素

的黄鳝快了大约10%，但在一个月后开始大批

死亡。高剂量组死亡率高达 90%，中剂量组

70%，低剂量组 50%，3种激素导致的结果基

本相同。

关于黄鳝和避孕药的“绯闻”，一直闹了

很多年，直至今日很多民众都没搞明白。而

与“被用避孕药”的食物还有黄瓜、虾和大闸

蟹等，最终在科学的解释下，都被证实为胡

说八道。

植物激素与人体无关
横剖草莓，如果中间空心，则打了膨大

剂……这是一则流行于民间的生活小常识，

但杜震宇教授对此不以为然，“膨大剂已在

全世界安全地广泛使用了几十年，涉及两代

人、几十亿消费者，根本不用担心它是食品

安全问题。”以生物学的解释，膨大剂属于一

种植物激素，它与人体不会产生任何反应，

“植物与动物亲缘关系很远，动物激素只能

影响动物，而植物激素只能影响植物，两者

无法交互影响。”杜震宇教授打比方说：“激

素与生物相当钥匙和门锁的关系，什么样的

门配什么样的钥匙。如果门锁与钥匙不配，

永远都打不开这扇门。植物激素不可能和人

体发生关系，就好比黄瓜不能和人结婚生子

的道理一样。”

学者认为，有时候，大众对于食品安全的

担心，往往都是不够理性，缺乏思考，在没有

可靠证据权威说法出现之前，就宁可信其有

地散播不正确的消息。比如近来流行的“顶花

带刺”黄瓜涂抹避孕药的说法，如果难以判断

到底是否真实，可以先检索学习一下避孕药

的有效成分是什么，这些用于人类的动物激

素是否能影响植物。只要养成这样良好的随

时学习的习惯，就能增长自己的科学素养，也

能以理性的态度提高自己对于未知事物的辨

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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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顶上带花的黄瓜!被传出由避孕药

催肥长大"但是!南京市蔬菜科学研究所研究

员王强表示!避孕药属于动物激素!两者存在

根本性的结构差异! #风马牛不相及$%

虾#据说!避孕药能抑制虾排卵!促进其生长"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辟谣称!虾的性成熟期是 8&

10个月!而养殖的商品虾!从种苗到成虾一般只需

3&4个月!远未达到其性成熟期!无需避孕%

圣女果#网传是转基因食品% 圣女果属于番

茄属!从台湾引种%公元前 500年!野生的番茄被

中南美洲人收进菜园时!这些番茄就有着樱桃般

的小巧身材%

焦点关注
皮鞋很忙$袋泡茶很伤$蜜饯不轻松%%这

些年&'问题食品(总是层出不穷&渗透到鸡鸭鱼

肉$果蔬$零食的方方面面) 不得不说&除了权威

部门确凿调查出的问题外&一些所谓的'不安全(其实始于以讹传讹的流言* 然

而&还是会有很多人发问#如今到底还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放心吃的+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杜震宇日前借题为'舌尖上的理性(的

讲座&给出了部分答案#'有一大部分民众所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也许只是

出于普通民众对现代农业和食品生产模式的误解* (他认为&对此的恐慌心

理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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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问题食品事件发生时!我们需要权

威的检测和及时的声音! 相信只有做到这一

点!才能有效降低民众的恐慌%

回顾黄鳝的避孕药'绯闻$!早在 14年前出

现!时至今日还在不断地被传播% 那么!在这么

长时间内!为什么没有权威的解释!用科学实验

来尽快辟谣!以至于一些说法越传越离奇(

我们希望大众更加理性地看待食品安全

问题! 同时更需要再多一些科学知识的普及!

公民理性的养成是渐进式的!不仅需要公民个

体的善思判断! 还需要外力推动和制度保障%

再者! 要重塑人们对市场和监管者的信任!还

必须有关部门更多的努力%

谁来尽快辟谣

传言四起 闻听惊心 权威沉默

“问题食品”，
其实问题不一定在食品

没问题的'问题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