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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知名科普作家、美国普渡大
学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介绍，镉
是一种重金属元素，在冶金、塑料、
电子等行业非常重要，我们平时
用的锌!镉充电电池中就含有镉。
可是，重金属怎么跑到大米

里去的？云无心解释，镉通常随废
水排入环境，再通过灌溉危害土
壤，进入食物。水稻对镉的吸附能
力比较强，是典型的“受害作物”。
同等条件下，土壤镉含量升高，大
米镉含量也会相应提高。镉污染
大多来自采矿和冶炼，一些廉价
肥料中也含镉。即使冶炼厂距离
较远，其排放的废气扩散后，也可

能随降雨落入农田。
湖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水稻主

产区，去年水稻产量 "#$%万吨，
占全国总产量的 %"&'(。同时，湖
南有数十年有色金属开采历史。
最近广州通报的超标大米批次产
地，分别为重工业城市株洲和衡
阳，都是有色金属之乡。
显然，大米镉超标，不仅是食

品安全问题，更是环境污染问题。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

所研究员陈能场，是国内较早研
究土壤污染和治理的学者。他认
为，超标的镉来自土壤，并非农户
造成，更多责任应由政府和企业

承担。
“农民负有生产者不可推卸

的责任，同时也是最直接的受害
者。”陈能场分析，生活在水稻种
植地的农民，比城里人更高频率、
更高浓度接触到污染物。“他们可
能不仅每天要吃受污染的大米和
蔬菜，还可能要喝受污染的水源，
更容易患上与镉相关的疾病。”

刘尚文做过多年环保志愿
者，如今是一家生态大米种植企
业负责人。他强调说，即便所有超
标大米都被及时回收，没有流向
市民餐桌，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原因很简单：问题大米的来
源———已被重金属污染的农田，
很可能还在种植、出产稻米。”

大米镉超标 农田治污刻不容缓
专家建议市民用丰富食谱和均衡营养来规避风险

在今年一季度的广州
市餐饮环节监督检查中，大
米及米制品镉含量超标问
题突出。抽检 18批次产
品，仅 10批次合格，合格
率不到56%。据广东省食
安办昨日公布的广州市等
10个地市大米镉含量抽检
数据，截至5月22日，广
东省食安办共收到 10个

地市上报大米镉含量抽检
数据，共抽检大米2208批
次，共检出镉超标大米120
批次。
大米镉超标，重要原因

是农田土壤遭受镉等重金
属污染。采矿、冶炼、企业排
放等产生的重金属，随灌溉
水进入土壤，危害农作物。

治理土壤污染刻不容
缓，但消费者也不必过度恐
慌，毕竟超标只是局部污染
所致。我们可以通过丰富食
谱、均衡营养等方式自我保
护，规避风险。

蔬菜和鱼也含重金属？
范志红介绍，蔬菜也可能含有少

量镉。当土壤受到同等程度污染时，菠
菜的镉含量比南瓜高，但不等于吃菠
菜不如吃南瓜健康。仅看这些数据，消
费者容易误解。她解释说，蔬菜并不是
人体内镉的主要来源，而且蔬菜含有
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排出重金属。
关于鱼，不同部位残留的镉浓度

差别较大。陈能场介绍，鳞片、鱼鳃、肝
脏、其他内脏的镉浓度，分别是鱼肉的
%)、*&#、*和 "&)倍，所以烧鱼前应将
这些部分清除干净。

精白米比糙米更安全？
范志红解释，对砷来说，谷皮和糊

粉层的无机砷比例较高，精白米中无
机砷比例略低，吃精白米略安全，但会
损失绝大部分矿物元素和维生素。对

镉来说，变成精白米，只能减少不足
%+(的镉，安全性能差别更小。

烟草是镉的重要来源？
通常情况下，人体中的镉有两大

来源：一是大米；二是烟草。研究显示，
每一支香烟含 %微克到 "微克的镉，
其中约 %+!会被人体吸收。如果烟草
种植地的土壤遭受镉污染，所制成的
香烟对人体的危害更大。

米里有没有其他污染？
镉难以独立成矿，主要分布在铅锌

矿中。铅锌开采后不回收镉，致其进入
水体；冶炼燃煤容易将镉排放到大气
中；磷肥施用不当也会导致镉在土中积
累。需要关注的是，除了镉，大米中还
可能存在铅、砷、汞等其他污染。考虑到
大米在中国日常膳食中的分量，全面系
统地评估与监控各种污染，很有必要。

! ! ! !慢性镉中毒的典型事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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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国大部分消费者，尤其是
南方人，每天的饭桌上都少不了
米饭。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
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食品科学
博士范志红建议，为了降低镉超标
大米对健康的影响，主食尽可能多
样化，减少对大米（特别是单一来
源大米）的依赖。“不要餐餐吃米
饭。杂粮、豆薯等来自不同产地，即
便富集污染，特性也不同。混吃可
减少同种污染物长期蓄积的危
险，还能改善营养平衡。”
范志红强调，营养和安全有

紧密联系，营养丰富且均衡能减
轻污染危害。“膳食内容越丰富多
样，受一种污染物蓄积毒害的风
险就越小；各种营养越平衡，身体
对毒物的抵抗能力就越强。例如，
人体一旦缺钙，镉、铅等二价有害
金属的毒性作用就会增强。”她补
充说，粗粮、豆类、蔬菜、水果中的
各种膳食纤维，都有利于排出重
金属。云之心介绍，日本的研究显
示，钙和维生素 ,缺乏的人群，
对镉过量更加敏感，所以，保证摄
入充足的钙和维生素 ,，有助于

增加对镉的抵抗力。
除了丰富食谱、均衡营养外，

范志红还建议，消费者在正规超
市购买包装米，看清产地，远离重
污染地区的产品；优先购买绿色
食品认证和有机食品认证的产
品。她说，已受重金属污染的粮
食，也有利用价值，“可做燃料乙
醇、工业酒精、工业淀粉等，但必
须远离食物链。”与此相似的是，
如果土壤已被污染，种粮食作物
容易导致镉超标，也不见得非要
弃之不用，可以种棉花、桑树等非
食用农作物，边治理、边使用。

! ! !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食品安
全专家陈君石主导的食品与营养
信息交流中心网站近日刊文指
出，政府部门目前迫切需要做的，
是广泛而严格地检测大米以及其
他食物和饮水的镉含量，完善稻
米等农产品的监控体系，并及时
处理、公布，让老百姓知道自己吃
的米究竟是否安全。
“控制镉污染，保障消费者安

全食用大米的根本办法，是查清
污染源，有针对性地治理环境。这
是长期策略，需投入大量资源，且
不能短期见效。”文章指出，相对

比较快见效的办法是，对于已查
清的重点污染农田，不再种植大
米和其他食用作物。“就全国范
围，这些地区并不多，是可行的。”
陈能场也认为，切断污染源

无疑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清水
灌溉是土壤治理的前提，但国内
大多数地区目前在灌溉时均为污
水和灌溉水混用。”他介绍，治理
农田的重金属污染，不能破坏土壤
原有使用功能。比方说有些化学药
剂能析出重金属但会破坏土壤功
能。“要采取生态治理的方法。”
“稻米镉污染削减及快速检

测技术与装备研究”已纳入湖南
省科技重大专项并通过中期评
估。目前业内有一种较为有效的
重金属污染修复方法，叫赤泥治
理。赤泥对镉有抑制作用，镉在不
活跃的状态下，较难被稻根吸收。

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所专家
鲁弗斯·钱尼认为，解决镉污染问
题，首先要杜绝企业违规排放，保
证土壤不再遭受进一步污染。种
植过程中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
降低污染。比如，种植某些特殊类
型的水稻，中国研究人员已经发
现了一些品种，吸收镉的能力相
对较低。

! ! ! !根据摄取方式不同，镉对健
康的影响也不同。云无心介绍，通
过大米等食物摄取，属于“长期小
剂量”，会危害肾脏和骨骼。镉在
肾脏中累积，早期毒性集中在肾
近曲小管，严重的可导致肾衰竭；
对骨骼的影响则是骨软化和骨质
疏松。长期接触，还可能引发消化
道疾病。“镉中毒更大的麻烦在于
长期性。即使停止食用超标大米，
对肾脏的危害仍会持续。”
我国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

物限量》（-."/#"!"+%"）规定，每

公斤大米含镉不得超过 +&" 毫
克，这与欧盟的标准一致；而日本
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标准为
+&*毫克。相比之下，我国标准更
严。
“但要注意的是，这只是‘控

制标准’，关键要看一段时间的总
摄入量。”云无心解释，基于镉对
肾脏的毒性，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过一个安全标准———上限是每周
每公斤体重摄入 /微克，相当于
一个体重 #+公斤的人，每天摄入
不超过 #+微克。

比如说，一个体重 #+公斤的
人，每天吃 "++克超标大米（以每
公斤含镉 "$%&毫克计算），并没
有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设置的安全
线；同一个人，如果每天吃 0++克
达标大米（以每公斤含镉 "$'&毫

克计算），摄入量就超过了安全
线。“所以，吃得越多越久，健康风
险越大。”专家建议勿长期食用同
一个地方的粮食，也是出于这方
面的考虑。此外，吃其他食物及喝
水时，也可能摄入镉，特别是居住
在“镉大米”产区的人，不能忽视
其他来源的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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