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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 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联合推出

! ! ! !本报讯（记者 陈杰）对目前上
海的食品安全状况，市民感觉如何？
食品安全问题量大面广，市民最关
心哪些？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前段

时间发布的《上海市民食品安全知
识知晓程度调查报告》统计数据显
示，多数市民认可上海食品安全状
况，认为上海食品安全状况“很安
全”、“比较安全”和“一般”的市民合

计达到!"#$%，同比提高了&#'个百
分点。
对食品安全现状的信任程度，

很大程度上源自对食品安全情况
的认知。调查反映，"()$年市民食
品安全知晓率得分为*(#"分，为
"((+年以来最高水平。目前，市民
最担心的$个食品安全问题依次为
“病死牲畜肉”（占")#&%）、“食物
中毒”（占)+#'%）和“蔬菜中农药

残留”（占)"#,%），这些问题同样
也是"()"年市民最担心的$个食品
安全问题。市民最希望了解的$个
食品安全知识分别为“食品营养”
（占,'#'%）、“食品质量鉴别”（占
&!#!%） 和“食品添加剂”（占
&,#)%）。
认知程度的加深，还增加了市

民参与食品安全问题监督的积极
性。调查反映，九成市民非常关注食

品安全，市民认为最应该加强重点
监管的环节列前三位的分别是“生
产、加工环节的监管”（占+(%）、“环
境污染的整治”（占',#&%）和“种植
养殖环节的监管”（占,"#'%）。分别
有$,#,%、$$#+%和)(#)%的市民认
为最有效的监管措施是“加强监督
执法”、“严厉查处违法者”和“公布
不合格企业和产品”。
不仅积极，更多市民在对食品

安全问题的监督上显得十分专业。
市食安办数据显示，"()$年，全市各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共接到食品类投
（申）诉、举报和咨询'*")"件，同比
增加,+#&%，其中举报案件的查实
率高达'*%。去年，本市食品安全监
管部门共落实有奖举报件+*&件，同
比增加$倍，奖励金额同比增加
'#&%，八成市民对投诉举报件的处
理结果感到满意。

最担心 !个问题!病死牲畜肉"食物中毒"蔬菜中农药残留

多数市民认可上海食品安全状况

! ! ! !您听说过“负能量食物”（-./0!
123. 405672. 8669:）吗？这个词最近
挺时髦的。在某些人的嘴里，这种食
物可神了，吃了以后不仅不会给人
体增加能量储备，反而会消耗能量，
越吃越减肥。在负能量食物的名单
上，包括了苹果、芹菜、羽衣甘蓝、番
木瓜和生菜等",种食物。
而营养专家一语中的：所谓“负

能量食物”并不存在，网络上推荐的
大多是一些能量较低、富含膳食纤
维的植物性食物，如果还打着“负能
量”的旗号大肆宣传减肥就更不靠
谱了。

找不到相关学术文章
记者了解到，其实“负能量食

物”的概念大约在十几年前就已出
现，它并不是指所含能量小于零的
食物，而是指消化时所需能量大于
其本身能提供能量的食物。

食物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为
人们提供日常活动所需的能量。但
人们在进食过程中也要消耗一些
能量，如咀嚼、吞咽、消化吸收等。
如果消化某种食物所消耗的能量
大于食物所提供的能量，比如)((

克某种食物提供*(千卡能量，消化
这种食物却需要)((千卡能量，那
么，该食物所产生的能量效应就
是;"(千卡，这就是“负能量食物”
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看上去无懈

可击，边吃边减肥的确是吸引人。
不过，真的存在“负能量食物”吗？

记者通过文献检索后发现，几
乎没有任何关于“负能量食物”的
学术文章。“负能量食物”的说法更
多的只是出现在网络论坛、商业网
站或者博客上。

营养学上讲不通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看似科

学的论证，说起来头头是道，流传速
度也很快，却经不起推敲。”复旦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营养学专家
厉曙光分析说，不同食物的能量值
是有差异的。相对而言，蔬菜和水果
的能量值是比较低的，如)((克冬瓜
提供!千卡能量，)((克芹菜提供)"

千卡能量，)((克洋葱提供&,千卡能

量，而不少水果含有果糖，所以能量
值略高，比如)((克苹果提供,(千卡
能量。一名成年男子一天生活，需要
摄入"&((千卡能量。

那么，这些能量是怎么派用场
的呢？厉曙光介绍说，其中'(%至
',%的能量用于人体的基础代谢，像
心跳、呼吸、思维、胃肠蠕动、肾脏过
滤等，"(%左右的能量用于维持人体
的正常学习、活动和娱乐，余下的约
)(%能量则满足食物的特殊动力作
用，诸如消化、分解等。所以，不可能
出现消化食物的能量超过食物本身
提供能量的情况。“负能量食物”在
营养学上是讲不通的。
“想减肥，还是两条路，要么减

少能量的摄入，要么通过运动消耗
掉能量。” 本报记者 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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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赵霖来电咨询! 上了

年纪的父母一直接到推销保健

品的电话"什么是保健品!保健品和

药品有何区别!购买要注意什么#

答
市食药监局相关人士表

示，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特
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
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
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
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
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
保健食品必须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批准，获得批准文号。

在我国上市销售的保健食品必
须经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年以前的保健食品，须经卫
生部批准），取得批准文号。经批准的
保健食品的包装、标签必须印有“蓝
帽子”标志，批准文号及标志如下：

!""#年$%月份之前由卫生部批准

国产保健食品$ 卫食健字 %年

份&第<<<<号

进口保健食品$卫食健进字%年

份&第<<<<号

!""#年&%月份之后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国产保健食品$ 国食健字'年

份<<<<

进口保健食品$国食健字(年份

<<<<

! ! ! !本报讯（记者 陈杰）根据上
海市食品安全投诉热线 )"$$)的
统计，本报“春令热线”开通首日，
热线共受理食品药品投诉举报
""! 件。其中投诉 &$ 件 =占
)*#*%；举报 &! 件，占 ")#&%；咨
询 )$+件，占 ,!#*%。
根据受理数据分析，如果按

类别分，食品 ),, 件，占 '+#+%；
药品 ")件，占 !#"%；医疗器械 ,

件，占 "#"%；化妆品 " 件，占
(#!%；其他（非食药安全问题）&'
件，占 "(#(%。热线受理投诉举报
后，已经分别转交相关区县食药
监部门办理。

另外，"月 )!日 )"$$)热线
接获的一件举报已有调查结果。
当时，有市民举报称，青浦区白鹤
镇青龙村吴家队 )((号对面的蔬
菜大棚内，存在使用工业用盐腌
渍食用菌菇的行为。所谓腌渍是
食品保藏的一种方法，其目的是
为了防止食品腐败变质，延长食
品的食用期。
经查，举报情况属实。青浦区

白鹤镇食安办组织相关部门对该
处进行联合执法，发现当事人在
蔬菜大棚内种植菌菇，并于该场
地东南角搭建一幢简易大棚用于
腌渍菌菇，现场查见装满腌渍菌
菇的塑料桶 $(个，并查获用剩的
腌渍用盐 !袋（每袋 ,(>?）。该
批腌渍用盐产品标准号：?@A
B,&'" ;"(($，?@AB,&'" ;"(($ 为
工业用盐产品标准。执法单位当
场查封扣押腌渍用盐，取缔腌渍
菌菇的场地及设施设备，异地销
毁查获的腌渍菌菇。
经调查，当事人于年初从真

北路农贸市场批发了 "(袋上述
工业用盐用于腌渍自行种植的销
售剩余的菌菇，至案发已使用 ))

袋。当事人原准备将该批腌渍菌
菇销往军工路农贸市场出售，至
案发时，其生产的腌渍菌菇尚未
流入市场。食药监部门已对此违
法行为立案。
案发后，青浦区白鹤镇组织

力量对全镇区域种植菌菇的农户
开展大排查，到目前为止，未发现
用工业用盐腌渍菌菇情况。

越吃越瘦的!负能量食物"真的存在吗#

营养专家!经不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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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共受理食品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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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天下午! 记者随市食药监督管理局闸北分局北

站分所执法人员到铁路上海站附近的维韩保健品市场

进行例行监督检查"

本报记者 陈杰 陈梦泽 摄影报道

食药监执法人员
检查保健品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