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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联合推出

! ! ! !只听说过给人做体检，没听说
过给蔬菜做“体检”。你错了！人检查
的是血压、血糖和血脂，蔬菜检查的
是农药残留、重金属和荧光剂。蔬菜
生了病，送进人的嘴里，人也会生
病。这样看来，给蔬菜做“体检”的
人，应该和医生一样重要。
江桥市场是上海蔬菜销量最大

的批发市场，每天平均 !""" 吨。
!"""吨蔬菜怎么“体检”？肯定是抽
检。蔬菜卖家送一车，车上随机取一
个，逢到七、八、九三个月还多取一
个，碰到有“病史”的卖家和产地，再
多抽一个。一句话，不冤枉好菜，也
不让“病菜”蒙混过关。
江桥市场负责给蔬菜“体检”的

检测站有 #$个工作人员。和医生一
样，他们也穿白大褂。每天，他们要
对 $%""多个蔬菜样本给出结论。尤
其是清晨 !时到上午 &%时，忙得团
团转。他们并不知道送检的是谁家
的蔬菜，客户一栏只是一串数字。
看看一条丝瓜、一只茄子或者

一个蘑菇是怎么检查“身体”的。第

一步，“身体”上被用刀刮下一条，大
概 &到 $克重，加农残提取液，然后
放进仪器震荡 '分钟，随后进移液
管。接下来换个房间，滴上酶和显色
剂，进快速检测仪见分晓。这个检测
仪能耐不小，可以同时给 ((个样本
做检查。时间也不长，就两分钟。蔬
菜上残留的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都
逃不过它的法眼。一旦仪器显示酶
抑制率大于 '%，就意味着“阳性”，
换句话说“有问题”。如果你不服，可
以申请复检。还不服，样本再送气相
色谱检测，告诉你什么指标超标了
多少量，一清二楚。蘑菇还多一个体
检项目，查查“身”上有没有荧光增
白剂。对于大多数卖家来说，从进场
登记、抽样到最后知道结果，只要大
约半个小时。

蔬菜“体检”不及格，必须交由
市场统一销毁。去年一年，江桥市场
销毁抽检不合格蔬菜 $$)!吨。今年
$月 &*日，一批来自南方某省的香
葱被检出甲胺磷超标，* 万公斤全
部就地销毁。 本报记者 陈杰

!"""吨蔬菜每天怎么!体检"#

! ! ! !“现在去菜场买菜，看上去样子
都不错。可是，邻居跟我说，要挑一
些卖相不突出，甚至有点虫眼的小
菜，反倒比较安全。”吴佳敏是家里
的“马大嫂”，今天上午打通本报“春
令热线”求解困惑。

记者从市食药监部门了解到，
上海作为特大型城市，每年消费蔬
菜近!%%万吨，'%+以上的蔬菜来自
外地。批发市场作为外地蔬菜进入

上海的“门户”，也是食品安全监管
的重点。近年来，市食药监局始终把
批发市场作为食用农产品监管的重
点，加强对蔬菜等食用农产品的食
品安全监管。
据了解，有关部门把监督经营

者作为突破口，让其落实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这包括要求经营者密切
关注输入地相关品种的质量安全状
况，加强对供货商的考察把关，严格

落实索证索票、进货查验等基本制
度，严把蔬菜“进货关口”；运用信息
化手段，实现食品“来源有记录、流
向可追踪、安全可追溯”；推进批发
市场快检室建设，通过对蔬菜农药
残留的快速检测，及时发现、有效控
制食品安全风险，防止问题蔬菜及
其他食用农产品流入市场。
同时，对蔬菜的日常快检和监

督抽检也不断加强。记者了解到，近

年来，市食药监部门借助快检仪器
和设备，以批发市场和大型超市为
重点，加强了对蔬菜农药残留的检
测。$%&*年，全市快速检测各类食品
,万多批次，快检阳性率为%)$+，对
快检不合格的食品，均及时采取暂
停销售措施，并送相关检验机构检
验。其中蔬菜中农药残留检测约占
$%+左右。
由于蔬菜是与市民关系密切的

食用农产品，有关部门每月监督抽
检超市、农贸（批发）市场销售的蔬
菜，检测指标包括农药残留、重金属
等共&*,项。$%&*年以来，共抽检蔬
菜样品&$%%批次，其中&&,$个批次
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抽检合格率
为-,),+。对抽检不合格的蔬菜，均
采取立即停止销售、调查处理等措
施，同时，抄告不合格信息，促进源
头监管，有效地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对蔬菜农药残
留的快速检测和监督抽检力度，通
过补贴快检试剂耗材等形式，大力
推进企业自检，并加强对大型超市
和批发市场快检室的督促和指导，
切实防止问题蔬菜流入市民餐桌。

本报记者 陈杰

去年全市快速检测各类食品!万多批次!阳性率"#$%

蔬菜抽检不合格 停售并接受调查

! ! ! !市民邹剑来电询问$

哪些蔬果的皮不宜食用!

食品专家回答$

有几种蔬果的皮不宜食用。
红薯皮! 因含碱量较多，食

用过多会导致胃肠不适，呈褐色
或有黑色斑点的更不能食用，因
这种红薯受了黑斑病的感染，食
用后会引起中毒。

马铃薯皮!内含不益于人体
健康的配糖生物碱，进入人体后
会形成积累性中毒。

荸荠皮!因荸荠生于肥沃的
水泽，皮上会聚集多种有害、有
毒的生物排泄物和化学物质。因
此，生食或熟食都应去皮，否则
会引起难以预料的疾病。

柿子皮! 据医学研究证明，
柿子未成熟时，可对肠胃造成伤
害的鞣酸主要存在于柿肉内，而
柿子成熟后，鞣酸便会集中于柿
皮内。

市民宋忠献来电咨询$

纯果汁能否完全代替水果!

食品专家回答$

纯果汁代替不了水果。
一方面，果汁中不含纤维

素，而水果中含有较多纤维素。
纤维素虽然不为人体消化吸收，
但会增加肠道蠕动，促进排便。
食物中缺乏纤维素不仅会引起
肠功能紊乱，容易发生便秘，而
且会使肠道内厌氧菌繁殖增多，
有害物增多，这也是导致结肠癌
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果汁含糖量高，

吃完饭再喝果汁，又会增加热量
的摄入，这对于营养比较充足或
需要减肥的人来说，显然不是理
想的食品。水果中有天然营养物
质，于健康有益，加上吃水果时
增加牙的咀嚼力和面部肌肉的
活动，增加唾液的分泌，有益于
牙的健康和面部的美容。

! ! ! !喝柠檬水可以防癌，饭后吃个
梨也能防癌，这样的说法是不是靠
谱？当记者就这些说法请教专家
后，得到的答案是，由于缺乏必要
的科学方法和数据支撑，这些所谓
的“养生秘招”其实大多不靠谱。
“柠檬水养生”说的是柠檬泡

水可以防癌，又有人总结了如何
泡、如何喝的一些“注意事项”，再
加上“国外某某研究机构发现”“柠
檬中的某某成分比化疗药物高效
&%%%%倍”等网民喜闻乐见的宣传
用语，“柠檬泡水”开始广为流传。

然而，科普作家云无心认为，
“柠檬抗癌”的研究，还只停留在细

胞实验和动物实验的层次。需要注
意的是，细胞实验只是说明“有可
能”，在科学研究中只能作为筛选
手段。同时，动物跟人还是有差别
的，在动物实验中有效但在人体中
显示不出效果是很常见的现象。
“柠檬抗癌”之说虽然没被“否定”，
但距离“有效”还有遥远的路要走。
而这条路上处于同一阵营的，还有
许多蔬菜、水果或者非常规食用的
植物，甚至有很多表现得比柠檬要
更好。“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或者食
物成分能够保护你不得癌，但强有
力的证据显示：多吃各种植物性食
物，如蔬菜、水果、全谷粗粮和豆
类，有助于降低多种癌症的风险”。
“不要小看梨的功效，饭后吃

梨能防癌症。”有些人说，“饭后吃

个梨，积存在人体内的致癌物质可
以大量排出。在人们热衷于吃煎烤
食品、快餐类食品的今天，饭后吃
一个梨不失为一种值得推荐的健
康生活方式。”
“吃水果有好处，但可帮助排

出致癌物似乎有夸大嫌疑。”市食
品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志英分
析说，作出这样的结论，必须要有
严格的科学试验和数据，推定饭后
吃梨与致癌物排出之间有必然的
因果关系。这里涉及多方面因素：
哪些是“致癌物质”，多少人参加试
验，这些人本身情况如何，吃饭吃
了什么东西，饭后多长时间吃了多
大的梨，结果排出了哪些种类的致
癌物质，分别是多少数量。“轻率下
结论，不科学。” 本报记者 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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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热传!养生秘招"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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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桥市场检测站的工作人员在对蔬菜"体检# 本报记者 陈意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