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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食品谣言你中招了吗这些食品谣言你中招了吗

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的排行情况显示，在前17位

中有16个都出现在本世纪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处于一个气温比较高的时期，有气

象观测记录以来的前三位的高温年都出现在2000年以后

去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一年，全球平均温度高出工业化前水平 1.1℃——

气 候 变 暖 是 不 争 的 事 实
本报记者 杜 芳

在人类日益为能源所困的

今天，可燃冰的成功试采自然

是万众瞩目。此次我国在全球

范围内首次成功试开采，实现

了六大技术体系二十项关键技

术自主创新。但这仅是万里长

征迈出关键性一步，未来要实

现产业化和商业化开采，仍有

长路要走——

预计我国在 2030年左右有望实现可燃冰商业化开发——

中 国 领 跑 可 燃 冰 开 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晓芳

近日，关于“气候变暖是一场骗
局”的说法甚嚣尘上，原本气候专家乃
至世界各国达成共识的全球变暖问题成
了别有用心的“阴谋论”。事实究竟如
何？《经济日报》 记者日前走进中国气
象局采访了权威专家。

“通过我们几十年的观测，气候变
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气温在升
高，但是在升高过程当中有一些波动，
并不是一条直线式地持续升高，而是在
波动中升高。”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
首席陈峪说。

“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气象
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新闻
发言人张祖强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

“首先，从技术部门的角度来看，世
界气象组织最近每年都在发布全球气
候 状 况 公 报 ， 2016 年 是 世 界 气 象 组
织发布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
球 平 均 温 度 高 出 工 业 化 前 水 平
1.1℃ 。 同 时 ， 气 候 专 家 也 关 注 到 ，
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的排行

情况显示，在前 17 位中有 16 个都出
现在本世纪，所以说气候变暖这个事
实是在全球范围之内发生的。”张祖
强说。

就区域性研究来看，中国气象局
监测的全国气温也印证了气候变暖的
事实。“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处于一
个气温比较高的时期。比如，2016 年
我 们 监 测 到 全 国 平 均 气 温 高 达
10.36℃，较常年平均气温高 0.81℃，
是 1951 年以来历史第三高的年份，仅

次于 2015 年和 2007 年。所以，就我国
来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前三位
高温年都出现在 2000 年以后。”张祖
强说。

技术部门的数据是气候变暖的有
力证明，从科学界来说，也普遍达成
了同样的共识。“全球科学界有一个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叫 IPCC，他
们组织了全球顶尖气候学家对全球变
暖现象研究分析，就是希望查找出全
球变暖的根本原因，并给出权威的解

答。他们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不争的
事实。”张祖强说。

即便不看科学数据，撇过温度曲
线，就老百姓的感受来说，也能真切
体会到全球变暖带来的明显变化。张
祖强指出，比如我国的青藏高原，我
们称它是地球的第三极，那里的老牧
民都能感到现在高原冰川明显地在减
退，雪线是不断地往高海拔地区走；
在南极、北极，科考队员也能发现冰
带在明显地减少；老百姓感受更是如
此，觉得现在变得比较暖和了，尤其
是冬天变得比较暖了，夏天的高温也
增多了。

事实摆在眼前，即使是闭眼不观，
气候变化仍在以它的力量让积雪和冰量
减少，让海平面上升，让极端高温热浪
成为常态，让暴雨的频率增加⋯⋯一切
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风险因素丝毫不
会因为否认气候变暖而减少。相反，只
有正视事实和积极应对才能延缓气候变
暖的步伐。

““紫菜和粉丝都是塑料做的紫菜和粉丝都是塑料做的”“”“隔夜饭致癌隔夜饭致癌”“”“低钠盐低钠盐
==夺命盐夺命盐”“”“化了又冻的雪糕有毒化了又冻的雪糕有毒””⋯⋯这些与食品有关⋯⋯这些与食品有关
的谣言的谣言，，看起来有看起来有““图图””有有““真相真相””，，在网络上和朋友圈内广在网络上和朋友圈内广
泛传播泛传播，，让不少人胆战心惊让不少人胆战心惊。。那么那么，，网络上所传的网络上所传的““真相真相””
究竟是真是假究竟是真是假？？

福建网友爱吃泡面的人福建网友爱吃泡面的人：：塑料怎么那么万能塑料怎么那么万能？？还能还能

做紫菜和粉丝做紫菜和粉丝？？

主持人主持人：：粉丝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和水粉丝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和水，，淀粉本身就淀粉本身就
是一种碳水化合物是一种碳水化合物，，含碳氢元素含碳氢元素，，所以易燃所以易燃，，一般干粉一般干粉
丝都是可燃烧的丝都是可燃烧的。。光凭能否燃烧来判定光凭能否燃烧来判定，，不靠谱不靠谱。。紫紫
菜藻体呈膜状菜藻体呈膜状，，塑料薄膜一般是用聚氯乙烯塑料薄膜一般是用聚氯乙烯、、聚乙烯聚乙烯、、
聚丙烯等热塑性塑料制成聚丙烯等热塑性塑料制成。。紫菜和塑料薄膜差异较紫菜和塑料薄膜差异较
大大，，但由于工艺不同但由于工艺不同，，可能有的紫菜好撕开可能有的紫菜好撕开，，有的不好有的不好
撕开撕开，，不能简单通过不好撕断定就不是紫菜不能简单通过不好撕断定就不是紫菜，，还是需要还是需要
科学检测科学检测。。

北京网友别看我是一只羊北京网友别看我是一只羊：：这年头吃盐还能丧命这年头吃盐还能丧命？？

主持人主持人：：摄入盐过多是导致高血压高发的重要原因摄入盐过多是导致高血压高发的重要原因
之一之一。。因此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健康成年人每天盐的摄健康成年人每天盐的摄
入量不宜超过入量不宜超过 66 克克。。卫生部门有调查显示卫生部门有调查显示，，北京人每天北京人每天
食盐平均摄入量为食盐平均摄入量为 1313..44 克克，，超过标准超过标准 11 倍多倍多，，农村地区更农村地区更
是高达是高达 1616..55 克克。。但盐摄入量下降后但盐摄入量下降后，，饭菜又太淡了饭菜又太淡了，，为为
了口感好了口感好，，有的家庭忍不住还是咸回去了有的家庭忍不住还是咸回去了。。怎样健康和怎样健康和
美味兼得呢美味兼得呢？？在政府的推广及媒体的宣传下在政府的推广及媒体的宣传下，，民众普遍民众普遍
接纳了低钠盐接纳了低钠盐，，低钠盐绝不是低钠盐绝不是““夺命盐夺命盐””。。

江苏网友歪灯江苏网友歪灯：：我一直很喜欢用隔夜饭做蛋炒饭吃我一直很喜欢用隔夜饭做蛋炒饭吃，，

怎么突然就说隔夜饭致癌呢怎么突然就说隔夜饭致癌呢？？

主持人主持人：：一般隔夜菜亚硝酸盐含量不足以致癌一般隔夜菜亚硝酸盐含量不足以致癌。。与与
新鲜蔬菜相比新鲜蔬菜相比，，隔夜菜中的亚硝酸盐含量会增加隔夜菜中的亚硝酸盐含量会增加，，但在正但在正
常饮食的情况下也不至于达到致癌的量常饮食的情况下也不至于达到致癌的量。。以绿叶菜为以绿叶菜为
例例，，如果烹调后不加翻动放入冰箱如果烹调后不加翻动放入冰箱，，2424 小时之后亚硝酸小时之后亚硝酸
盐含量约从每公斤盐含量约从每公斤 33 毫克升到每公斤毫克升到每公斤 77 毫克毫克。。人体摄入人体摄入
200200 毫克亚硝酸盐才可能发生中毒毫克亚硝酸盐才可能发生中毒，，这说明要达到中毒这说明要达到中毒
的量的量，，至少一顿需要吃上几十公斤的隔夜蔬菜至少一顿需要吃上几十公斤的隔夜蔬菜，，就正常人就正常人
而言而言，，这明显是不可能的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隔夜菜对健康最大的不利隔夜菜对健康最大的不利，，实际上是营养损失大实际上是营养损失大，，专专
家依然建议大家最好少吃家依然建议大家最好少吃。。比如比如，，维生素维生素 CC 比较怕热比较怕热，，炒炒
菜时损失一般能达到菜时损失一般能达到 3030%%至至 4040%%，，如果二次加热如果二次加热，，维生维生
素素 CC的含量就会保存得更少了的含量就会保存得更少了。。

海南网友春枫花语海南网友春枫花语：：之前听说过肉化了又冻不健康之前听说过肉化了又冻不健康，，

怎么现在又轮到化了又冻的雪糕有毒了怎么现在又轮到化了又冻的雪糕有毒了？？

主持人主持人：：有报道称有报道称，，如果雪糕贮存时达不到所需贮存如果雪糕贮存时达不到所需贮存
温度温度，，会引起结构变化会引起结构变化，，甚至产生有害物质甚至产生有害物质，，如可溶性毒如可溶性毒
蛋白及胺类等蛋白及胺类等。。专家表示专家表示，，有可溶性蛋白但没有有可溶性蛋白但没有““可溶性可溶性
毒蛋白毒蛋白””的说法的说法。。蛋白质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主要有三蛋白质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主要有三
种情况种情况：：一是蛋白质发生变质一是蛋白质发生变质，，分解出有害的其他物质分解出有害的其他物质，，
如富含蛋白质的鸡蛋如富含蛋白质的鸡蛋、、牛奶等变质牛奶等变质，，分解出硫化物分解出硫化物；；二是二是
蛋白质会吸引细菌大量繁殖蛋白质会吸引细菌大量繁殖，，吃了含这些有害菌的食物吃了含这些有害菌的食物，，
就很可能导致胃肠道疾病就很可能导致胃肠道疾病；；三是一些人会对蛋白质过三是一些人会对蛋白质过
敏敏。。雪糕融化再冻雪糕融化再冻，，最可能影响健康的是冷藏环境不符最可能影响健康的是冷藏环境不符
合要求合要求，，引发细菌过量繁殖引发细菌过量繁殖，，这和蛋白并没有关系这和蛋白并没有关系。。因因
此此，，建议买雪糕时首先要看是否在保质期内建议买雪糕时首先要看是否在保质期内，，包装有没有包装有没有
破损破损，，通常应选择外形完好的雪糕通常应选择外形完好的雪糕，，避免给细菌繁殖造成避免给细菌繁殖造成
可乘之机可乘之机。。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吉蕾蕾吉蕾蕾））

近日，多地出现民航航班起降受到无人机干扰事件，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无人机违法违规飞行，不仅影响民航
运行，也对民航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为了遏制无人机影响民航运行事件多发的态势，民
航局目前正在开展民用无人机实名登记注册。“民用无
人机的登记注册制度是国际上普遍采取的一种管理方
式，是无人机管理的基础。”民航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
室副主任张瑞庆表示，根据 《民航局无人机实名制登
记管理要求》，自 2017 年 5 月 18 日起，无人机拥有者
需在民航局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上实名登记。2017 年 8
月 31 日以后，未在系统中登记的无人机飞行将被视为
违法行为。

张瑞庆介绍，自从 4 月份干扰事件频发以来，我国
已针对此类情况形成整体联动机制，实行有效管控。民
航系统也正在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办法。特别是采用一
些技防手段如监控平台等。近期在首都机场就布控了 4
个无人机监控点，“应该说目前还是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这使我们在监控中能够实时发现一些无人机飞行，
并能及时控制。包括最近受干扰的重庆、深圳、成都机
场，现在也在进行部署这些监控手段。”张瑞庆表示，
无人机扰航也引起了公安部等相关部委重视，下一步要
加强协同，通过空管委办公室无人驾驶航空器部际联席
制度，严肃查处违规飞行。

据了解，我国正在积极建立无人机实名登记数据共
享和查询制度，实现与无人机运行云平台的实时交联。
民航局于近日发布了首批 155 个机场保护范围数据，旨
在保证机场及周边飞行安全，后续还将不断补充、完
善。此外，我国还将逐步规范无人机开展商业运营的市
场秩序。据悉，民航局正在制定使用无人机开展通用航
空经营活动的准入管理规定，针对发展特点和需求，拟
将农林喷洒、空中拍照、航空摄影和执照培训四类主要
经营项目列为许可对象，同时配套开发无人机准入和经
营活动监管平台。

8月31日起，未登记无人机飞行属违法

民用无人机不能想飞就飞
本报记者 冯其予

6 月 9 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
者乘坐直升机从珠海起飞，在浩瀚的南
海上空飞行一个半小时后，稳稳降落在
一个屹立于海面的庞然大物上——“蓝
鲸一号”钻井平台。

这是一座 37 层楼高的大家伙，是我
国自主建造的目前世界最大作业水深、
最深钻井深度的半潜式钻井平台。近来
这里正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我国在这
里成功实现了可燃冰的试开采。

可燃冰，简而言之，即可以燃烧的冰
块，学名为“天然气水合物”，是由甲烷为
主的有机分子被水分子包裹而成，其热
值比石油高许多，燃烧后只生成二氧化
碳和水，储量据称可供人类使用千年。

在人类日益为能源所困的今天，可
燃冰的成功试采自然是万众瞩目。因
此，5 月 18 日，我国宣布试采可燃冰成
功，成为全球首个海域可燃冰试采获得
连续稳定气流的国家后，夸赞和质疑扑
面而来。有人说，可燃冰开采没那么容
易，环保是否过关得打个问号。还有人
认为，开采成功后很快将产业化，资本市
场上沾些边的股票随之一飞冲天。

记者此番前来，就是要一探究竟，我
们可以安全环保地开采可燃冰吗？技术
上我们能在全球实现领跑吗？产业化究
竟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环境保护处在优先位置

从“蓝鲸一号”钻井平台往海中望
去，蔚蓝的海面上波光粼粼，时不时有硕
大的鱼跳跃出来。

可燃冰被誉为“未来的能源”。其能
量密度非常高，同等条件下，可燃冰燃烧
产生的能量比煤、石油、天然气要多出十
倍。1 立方米的可燃冰分解后可释放出
164立方米的天然气。

但是，可燃冰开采难度之大也是业
界公认的。可燃冰靠低温高压封存，如
温度升高，水合物中的甲烷可能溢出；或
者如冰块消融、压力回升，一旦控制不
当，可能造成海底滑坡等地质灾害。

中国地质调查局总工程师严光生
说，对于这两个难点，试采前就已经充分

考虑、反复论证，部署了多个监测点实时
监测，目前周边气体和海底地形都没有
变化。

据了解，在试采前，中国地质调查局
开展了 10 余个航次的环境基线调查，获
取了海洋地质、海洋生物、海水化学等本
底数据，以及海底地层力学参数等。在
试采过程中，按照国际环境管理体系、工
艺安全风险管理等标准，采取了严格的
环境保护措施。

试采现场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陆敬
安说，试采过程中，通过大气、海水、海底
和井下四位一体监测体系，对甲烷、二氧
化碳等及海底沉降实行了实时监测。与
本底数据对比显示，甲烷无异常变化，海
底地形无变化，没有环境污染，未发生地
质灾害。同时，我国第一台 4500米作业
级水下机器人“海马号”潜入海底，也没
有发现海底地形变化和甲烷泄漏。

“蓝鲸一号”钻井平台长 117 米，宽
度也有近百米。甲板很是开阔，试采现
场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谢文卫告诉记
者，这个钻井平台配有双钻塔，可分别作
业，井下环境监测仪，可实时监测数据，
试采结束后，将一并取出。

陆敬安表示，试采结束后，还将继续
进行全方位的立体环境监测，为制定天
然气水合物开采的环境保护方案提供科
学依据。

实现多项理论技术突破

在“蓝鲸一号”钻井平台外，一个熊
熊火炬耀眼地燃烧着。为安全起见，巨
大的水幕把火炬和平台隔开。这个火炬
燃烧的，就是从水深 1266 米海底以下
200多米开采出来的天然气。

广州海洋局总工程师杨胜雄说，这
是全球首次实现泥质粉砂型可燃冰的安
全可控开采。这种类型的可燃冰，资源
量占全球 90%以上，开发难度最大。

据介绍，此次试采中我国实现了六
大技术体系二十项关键技术自主创新。
第一，防砂技术 3 项。包括“地层流体抽
取”、未成岩超细储层防砂和天然气水合
物二次生成预防技术。第二，储层改造

技术 3 项。包括储层快速精细评价、产
能动态评价等技术。第三，钻井和完井
技术 3 项。包括窄密度窗口平衡钻井、
井口稳定性增强和井中测试系统集成技
术。第四，勘查技术 4 项。包括 4500 米
级无人遥控潜水器探测、保压取样、海洋
高分辨率地震探测和海洋可控源电磁探
测技术等。

目前，不少大国在可燃冰领域开展
角逐。其中，美国 5 月 12 日宣布，正在
墨西哥湾开展可燃冰开采研究。2013
年，日本在南海海槽开展了海上试采，但
因出砂等技术问题失败。2017 年 4 月
份日本在同一海域第二次试采，5 月 15
日再次因出砂问题中止产气。

有关专家表示，可燃冰是未来全球
能源发展的战略制高点，我们在全球率
先试采成功，实现了在这一领域的领跑
而不是跟随。

产业化仍有长路要走

可燃冰在全球主要分布在两类地
区：一是水深 300 米至 3000 米的海底；

二是陆上冻土区，尤其是南北极冻土
区。有预测显示，全球天然气水合物资
源量相当于 21万亿吨油当量。

试采现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邱海峻
表示，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约
800 亿吨油当量。通过重点地区普查，
已经圈定 11 个有利远景区，19 个成矿
区带。经过钻探验证圈定了两个千亿方
级的矿藏。

有关专家表示，此次我国在全球范
围内实现首次成功试开采，仅是万里长
征迈出关键性一步，未来要实现产业化
和商业化开采，仍有长路要走。

邱海峻表示，今后将围绕加快推进
产业化进程的目标，争取神狐海域试采
成果最大化。同时，继续加大天然气水
合物资源调查力度，开展重点目标区的
详查，提供 2 个至 4 个大型资源基地，为
推进产业化奠定资源基础。此外，开展
不同类型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把加强环
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

他表示，基于中国可燃冰调查研究
和技术储备的现状，预计我国在 2030年
左右有望实现可燃冰的商业化开采。

我国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又一次

凸显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

度优越性。

此次试采实现了多项世界第一，

这是全球首次实现泥质粉砂型可燃冰

的安全可控开采；钻井平台“蓝鲸一

号”是我国自主建造的目前世界最大

作业水深、最深钻井深度的半潜式钻

井平台；试采中我国第一台 4500 米

作业级水下机器人“海马号”频频

现身。

实事求是地说，正是广大地质工

作者、工程技术人员等通力合作，才

取得了我国可燃冰勘查开发理论、技

术、工程、装备的自主创新，实现了

历史性突破，使我国在这一领域处于

全球领跑地位。

回顾一下，不论是高铁，还是航

空领域，我国在全球引以为豪的项

目，莫不是群策群力、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结果。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环

境更为严峻复杂，特别是我国一些领

域的发展逐步接近世界前沿。当此之

时，必须继续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制度优势，推动我国工业化不断迈上

新台阶。

集 中 力 量 办 大 事
黄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