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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十大食品安全热点问题出炉——

你 真 的“ 吃 ”对 了 吗？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2017年，我国食品安全形势继

续稳中向好。然而，网络上各种关

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传言、谣言屡见

不鲜，这不仅对行业、企业产生不

良影响，也不断考验着消费者的心

理承受力和辨别力。

近日，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指导，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主办，中国

经济网协办的“2017年度食品安全

热点科学解读媒体沟通会”举行。

在基于2017年中国食品科学技术

学会完成的29期食品安全风险解

析基础上，大会选取了去年消费者

最为关注的食品安全热点事件，邀

请食品领域专家进行了严谨、专业

与权威的解析。

壁虎断尾可以再生、海星的肢体也能再生，会不
会有一天，人类的器官和组织也能再生？“脊柱坏死
后重生、牙齿永久性修复、创伤愈合无疤痕……”中
美再生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幸福益生高新技术
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方的实验室里，这些技术已经从
概念走向临床，为患者带来福音。

再生医学是指利用生物学及工程学的理论方法
创造丢失或功能损害的组织和器官，使其具备正常
组织和器官的机构和功能。狭义上讲，再生医学非
常小众、非常专业，属于精准医学的范畴。胡方率领
企业一举抢占了这个精准医学领域的先机。

2013 年，他们推出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名为
Regesi 的再生医学材料。这是一种能同时对键合
骨骼和软组织细胞键合的生物再生医学材料，可用
于人工骨头、牙齿永久性修复、创伤愈合后无疤痕、
可降解心脏支架、人工血管等领域，填补了再生医学
领域的空白。它的基础材料是硅、钙、磷：硅元素通
过植酸改变前驱分子结构，将硅键有序排序，形成和
人体组织接近的三维网状细胞支架，诱导细胞的键
合、修复、再生，形成和原来一样的组织，该材料通过
10多道工序形成凝胶，经凝胶反应后，煅烧形成纳
米级新材料。

胡方介绍，该材料可应用于骨骼和软组织修复、
3D骨骼打印、人工角膜修复等十多个领域，而每一
个领域的应用都可以形成一个广阔的产业链，产值
可达上千亿元规模。

目前，胡方率领的公司已经获得发明专利20余
项，其中国际专利两项，衍生近百个生物高科技产
品，形成再生医学产业集群。上海家化、云南白药等
120多家企业已经与他们达成了合作意向，越来越
多的三甲医院也在引进他们的材料为患者服务。

“再生医学是世界医学的前沿科学。我们希望
为中国再生医学走在世界前列作出贡献，同时也希
望为更多的患者带去福音。”胡方说。

再生医学再造人类健康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HTC与诺贝尔传媒日
前宣布，将合作推出首款用于展示2017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获奖研究成果的《昼夜节律》虚拟现实

（VR）体验。
利用HTC VIVE（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器）领

先的VR技术，该体验将带领观众进入人体细胞层，
深度了解人体生物钟的内在工作机理。这一独特的
VR 体验展示了诺贝尔奖获奖者们所作的卓越贡
献，直观地解释了植物、动物、人类如何通过调节自
身生物节律来与地球自转保持同步。其免费完整版
将于今年通过 VIVEPORT™和诺贝尔博物馆与全
球观众见面。

诺贝尔传媒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表示：“我们旨
在通过独特的VR体验，向世人展示对人类历史意
义重大的时刻和经验。《昼夜节律》又一次证明了虚
拟现实等新兴技术将为我们带来无与伦比的体验和
学习经历。”

VIVE游戏平台总裁里卡德表示：“我们相信，诺
贝尔奖得主们的重大科研突破最适合通过VR技术
来展现和体验。观众由此可以走进细胞内部看到生
物钟运作规律，或回到宇宙大爆炸刚刚发生的时刻，
沉浸于探索生理机能和物理世界的无尽奥秘中。”

据悉，此次与诺贝尔传媒的合作是HTC VIVE
加速VR普及的最新举措之一，将进一步帮助大众
使用VR技术探索世界，展现VR在促进大众理解重
要理念方面的巨大潜能。VIVE 近期还推出了
Vive Arts计划，旨在通过VIVE革命性的创新技术
改变人们创作及体验艺术的方式。

诺贝尔奖迎来VR体验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近日，中国科技大学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和化学与材料科学
学院曾杰教授课题组对钴基催化剂在二氧化碳加氢
反应中的活性物相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他们构筑出
氮化钴催化剂，并发现钴氮氢是该催化过程中真正
的活性物相，是它大幅提高了催化效率。该研究成
果在线发表在《自然—能源》杂志上。

二氧化碳加氢反应是低碳化学中的重要反应，
一方面可以合成化工原料，实现碳能源的循环利用；
另一方面可以合成甲醇，实现氢资源的储存和利用。

但迄今为止，对非贵金属催化剂在二氧化碳加
氢反应中的活性物相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人员将氮原子引入到钴催化剂中，形成氮
化钴催化剂。在二氧化碳加氢催化中，氮化钴催化
剂在一定条件下，转换频率为同等条件下钴催化剂
的64倍，大幅度提升了二氧化碳加氢反应的活性。

该研究为优化非贵金属催化剂对二氧化碳加氢
反应的活性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方式，也为将来解
决能源和环境问题打下了基础。

二氧化碳加氢——

简单高效催化剂问世

VR体验带领观众进入人体细胞层。（资料图片）

1、普洱茶会致癌吗？

存放不当可致黄曲霉素生长

2017 年 8 月，一篇“喝茶能防癌还是
致癌”的文章再次引发公众关注。文章认
为，普洱茶中含有各种霉菌，包括人体致癌
物——黄曲霉毒素。随后，多位业内专家
针对该事件予以辟谣。事实上，有关普洱
茶致癌的新闻在2012年便引发激烈争辩，
这次又引发公众新一轮担忧。

专家点评专家点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中
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原所长陈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原所长陈
宗懋表示宗懋表示，，黄曲霉菌喜欢在富含脂黄曲霉菌喜欢在富含脂
肪和蛋白质的物质中生长繁殖形成肪和蛋白质的物质中生长繁殖形成
毒素毒素，，而普洱茶是一种脂肪和蛋白而普洱茶是一种脂肪和蛋白
质含量都很低的农产品质含量都很低的农产品，，它的生产它的生产
过程不利于黄曲霉菌繁殖和产生毒过程不利于黄曲霉菌繁殖和产生毒
素素。。同时同时，，茶叶中的某些成分茶叶中的某些成分，，比如比如
茶多酚茶多酚，，对黄曲霉菌还有抑制作用对黄曲霉菌还有抑制作用。。

不过不过，，陈宗懋也建议陈宗懋也建议，，企业在生企业在生
产过程中应该确保规范产过程中应该确保规范。。在储存过在储存过
程中程中，，普洱茶一旦受潮普洱茶一旦受潮，，便有可能产便有可能产
生黄曲霉素生黄曲霉素。。

2、保健品是“万能药”吗？

并无治疗疾病的功效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于营
养健康食品的关注空前高涨。在强大利益
驱动下，保健食品行业一度出现鱼龙混杂
的现象。有些消费者因迷信保健品而延误
病情，触动公众神经。

根据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食品中允许声称功能的只有保健食
品。然而，目前保健食品行业非法添加、虚
假宣传等现象屡禁不止，尤其是欺诈性营
销，危害最为严重。

专家点评专家点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大
连工业大学国家海洋食品工程技术连工业大学国家海洋食品工程技术
中心主任朱蓓薇建议中心主任朱蓓薇建议，，应从国家和应从国家和
企业层面加大对保健食品的科技投企业层面加大对保健食品的科技投
入入，，加强科普宣传加强科普宣传，，让公众知道保健让公众知道保健
食品并非药品食品并非药品，，并无治疗疾病的功并无治疗疾病的功
效效，，并有适宜人群和特殊食用条件并有适宜人群和特殊食用条件
的限制的限制；；还应对长期违法夸大宣传还应对长期违法夸大宣传
的媒体的媒体，，加强考核并加大追责力度加强考核并加大追责力度。。

3、“网红食品”安全吗？

别只要“面子”不要“里子”

2017年8月，因含有国家管制药品成
分，广东查处了一款名为“咔哇潮饮”的网
红饮料。无独有偶，被追捧的当红餐饮品
牌“一笼小确幸”，也因食品安全问题，从各
大餐饮平台上彻底消失……

专家点评专家点评：：中国食品科学技术中国食品科学技术
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钟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钟
凯表示凯表示，，““网红餐饮网红餐饮””在营销在营销、、外形外形、、
口味等方面花样不断翻新口味等方面花样不断翻新，，适应了适应了
餐饮行业热点快速转换的特点餐饮行业热点快速转换的特点。。但但
有些有些““网红食品网红食品””利用互联网平台销利用互联网平台销
售售，，游离于现有监管体系之外游离于现有监管体系之外，，因因
此此，，对对““网红食品网红食品””的监管手段应当的监管手段应当
创新创新，，落实互联网平台主体责任落实互联网平台主体责任，，强强
化社会治理化社会治理，，对大案要案从重从速对大案要案从重从速
处理处理，，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4、乳制品真的卫生吗？

食用安全风险依然存在

据外媒报道，因疑受到沙门氏菌污染，
法国政府于2017年12月10日宣布，在全
球范围内扩大召回法国婴儿奶粉制造商兰
特黎斯公司生产的婴儿奶粉，召回涉及国
家包括英国、中国、苏丹等。

专家点评专家点评：：中国检验检疫科学中国检验检疫科学
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陈颖认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陈颖认
为为，，乳制品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乳制品安全风险依然存在，，婴幼婴幼
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应强化产品质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应强化产品质
量安全管理水平量安全管理水平，，以降低沙门氏菌以降低沙门氏菌
等微生物污染风险等微生物污染风险；；并应定期对从并应定期对从
业人员进行健康检查和食品安全培业人员进行健康检查和食品安全培
训训；；加强生产加工环节中相关微生加强生产加工环节中相关微生
物的风险监测物的风险监测，，为食品安全风险评为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和早期预警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估和早期预警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5、吃咸鱼影响健康吗？

偶尔尝尝也无妨

2017年10月3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官方网站发布了根据 WTO（世界
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致癌
物清单初步整理列表。其中，我国民众喜
食的中式咸鱼位列一类致癌物清单中。此
外，日常生活中容易接触到的含酒精饮料、
槟榔果、二手烟草烟雾等，都在名单之中。
对此，人们对致癌等级高低与致癌能力强
弱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产生疑惑。其中，“咸
鱼还能否正常食用”成为关注焦点。

专家点评专家点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中心技术总师吴永宁表示评估中心技术总师吴永宁表示，，

““一一类致癌物类致癌物””仅表明有充足的基仅表明有充足的基
于人群流行病学证据或足够的机制于人群流行病学证据或足够的机制
性证据性证据，，但证据强度与致癌能力不但证据强度与致癌能力不
存在必然联系存在必然联系。。““致癌物等级致癌物等级””仅表仅表
达对于人致癌证据的确凿程度达对于人致癌证据的确凿程度，，与与
致癌风险的大小无关致癌风险的大小无关。。同时同时，，还要还要
认识到量效关系的影响认识到量效关系的影响。。咸鱼虽然咸鱼虽然
是一类致癌物是一类致癌物，，但在人们食用频次但在人们食用频次、、
每次食用量都很有限时每次食用量都很有限时，，不能简单不能简单
将吃咸鱼和患癌症画等号将吃咸鱼和患癌症画等号。。

6、喝白酒真的能抗癌吗？

多饮肯定无益

2017 年 11 月，一项中国白酒的突破
性研究显示，“我国首次在国际上检测并鉴
定了中国传统白酒中的非挥发性脂肽化合
物——地衣素”。然而，这一内容被关注的
焦点迅速转移到“白酒中发现脂肽类活性
物质，具有抗病毒抗癌作用”，引发热议。

专家点评专家点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北京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营养与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马食品卫生学系主任马
冠生表示冠生表示，，白酒的主要化学成分是白酒的主要化学成分是
乙醇乙醇，，有些品种含少量糖有些品种含少量糖、、肽或氨基肽或氨基
酸酸。。适量饮酒具有精神兴奋作用适量饮酒具有精神兴奋作用，，
产生愉悦感产生愉悦感。。但过量饮酒危害健但过量饮酒危害健

康康。。““地衣素地衣素””是一种非挥发性大分是一种非挥发性大分
子脂肽类化合物子脂肽类化合物，，具有生物活性功具有生物活性功
能能。。但这不等同于白酒就具有相应但这不等同于白酒就具有相应
的生物活性功能的生物活性功能，，也不能得出也不能得出““在白在白
酒中发现活性成分酒中发现活性成分，，所以饮酒有益所以饮酒有益
健康健康””的逻辑推理的逻辑推理。。

科技工作者在发表科学研究成科技工作者在发表科学研究成
果时果时，，要基于证据要基于证据，，切忌过度解读和切忌过度解读和
推断推断。。企业应加强科研投入企业应加强科研投入，，尊重尊重
科学事实科学事实，，不进行夸大不进行夸大、、虚假宣传虚假宣传，，
以科研成果为依托以科研成果为依托，，树立良好的企树立良好的企
业品牌形象业品牌形象。。媒体在报道时应遵从媒体在报道时应遵从
客观客观、、公正公正、、严谨的原则严谨的原则，，以科学研以科学研
究为基础究为基础，，发挥正确引导发挥正确引导。。

7、“无矾油条”含铝能吃吗？

合理规范用铝对健康无害

2017 年 12 月，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官网发布消息称，在消费体察过
程中，他们发现部分餐饮机构制售的“无矾
油条”产品存在铝超标。那么，“无矾油条”
是否允许有铝残留，是否归结为非法添加
等问题，引发消费者广泛关注。

专家点评专家点评：：国家粮食局科学研国家粮食局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谭斌表示究院研究员谭斌表示，，““无矾油条无矾油条””
不等于无铝油条不等于无铝油条。《。《食品安全国家标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规定，，含含
铝食品添加剂可以在油条等油炸面铝食品添加剂可以在油条等油炸面
制品中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制品中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国内国内
外对含铝食品添加剂有充分的研外对含铝食品添加剂有充分的研
究究，，并对其使用范围并对其使用范围、、使用量及残留使用量及残留
量均制定了严格标准量均制定了严格标准。。只要食品中只要食品中
铝残留量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铝残留量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就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就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相关部门应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相关部门应加强食品安全风险
交流交流，，帮助公众正确认识膳食中铝帮助公众正确认识膳食中铝
的摄入风险的摄入风险，，通过平衡膳食控制含通过平衡膳食控制含
铝食品的过量摄入铝食品的过量摄入。。企业在生产企业在生产、、
加工加工、、储存过程中储存过程中，，应严格遵守相关应严格遵守相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法规，，严禁超严禁超
范围和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范围和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8、喝王老吉能延寿？

毫无科学依据

2017年12月6日，在《财富》国际科技
头脑风暴大会上，广药集团负责人宣布，国
家“863”计划研究结果表明，喝王老吉可
延长寿命大约 10%。此番言论一出，引发
舆论广泛关注和质疑。王老吉凉茶的品牌
持有方——广药集团当天发文回应称，这
一结论是通过对576只大鼠样本为期两年
的安全性实验中得出的。实验发现，王老吉
凉茶实验组的大鼠存活率优于对照组，显
示长期饮用王老吉凉茶可延长动物寿命。

专家点评专家点评：：中国食品科学技术中国食品科学技术
学会副理事长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中国工程院院士孙
宝国表示宝国表示，，对于对于““延长寿命延长寿命””这一说这一说
法既无科学依据法既无科学依据，，更不是国家更不是国家““863863””
研究计划的研究成果研究计划的研究成果。。报道中所提报道中所提

到的研究结果是通过大鼠实验观测到的研究结果是通过大鼠实验观测
得出得出，，其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人其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人
体体。。并且试验性质和目的是毒理学并且试验性质和目的是毒理学
安全性评价安全性评价，，而不是功能评价而不是功能评价，，试验试验
没有得出延寿的结论没有得出延寿的结论。。企业不应对企业不应对
科研成果随意加工科研成果随意加工、、宣传宣传；；消费者不消费者不
要相信单纯依靠吃喝就能长寿的谣要相信单纯依靠吃喝就能长寿的谣
言言，，更应关注如何去提高生命质量更应关注如何去提高生命质量。。

9、网络餐饮监管效果如何？

监管只会越来越严

近年来，网络餐饮飞速发展。这一方
面为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另一
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餐盒的环保
问题、入网商家暴露出的后厨问题等。

2017 年 12 月底，为进一步要求国内
各网络餐饮服务平台明确责任，落实好即
将实施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办法》的有关要求，国家食药监总局约谈
了百度外卖、美团点评等国内主要网络餐
饮服务平台负责人。该《办法》对“入网商
家要有实体店、线上线下需同质”等一系列
保障消费者权益均有明确规定。

专家点评专家点评：：中国烹饪协会副会中国烹饪协会副会
长冯恩援表示长冯恩援表示，，网络餐饮的特点是网络餐饮的特点是
在快捷前提下在快捷前提下，，为消费者提供美味为消费者提供美味
的餐食的餐食。。消费者是网络餐饮服务的消费者是网络餐饮服务的
参与者参与者，，也是食品安全的最终感知也是食品安全的最终感知
者和受益者者和受益者。。因此因此，，消费者要提升消费者要提升
自我保护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对发现的食品安全对发现的食品安全
违法现象和隐患应积极监督违法现象和隐患应积极监督、、投诉投诉
举报举报。。此外此外，，监管部门和平台应对监管部门和平台应对
违规商家建立分级与黑名单制违规商家建立分级与黑名单制，，严严
重违规者应永久不再进入平台重违规者应永久不再进入平台。。

10、“挂面可燃”是添了塑料？

挂面里的淀粉本身就是可燃物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挂面可燃的报道
时有发生，并将其产生原因归结为“添加了
塑料”等非法物质，或使用了对人体有害的
添加剂，不明真相的网友纷纷效仿得出了
相同结论。那么，能够被点燃的食品还能
不能正常食用？

专家点评专家点评：：中国农业大学食中国农业大学食
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沈群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沈群
表示表示，，物质能够燃烧需要物质能够燃烧需要 33 个条个条
件件：：可燃物质可燃物质、、有一定温度还有氧有一定温度还有氧
气气。。挂面的主要原料是植物性淀挂面的主要原料是植物性淀
粉粉，，属于干燥可燃物质属于干燥可燃物质。。当把挂面当把挂面
在空气中点燃时在空气中点燃时，，恰好满足了燃烧恰好满足了燃烧
的的33个条件个条件，，所以挂面可燃一点也所以挂面可燃一点也
不奇怪不奇怪。。这不仅不能判断挂面是否这不仅不能判断挂面是否
含有添加剂含有添加剂，，更不能成为其有毒有更不能成为其有毒有
害的依据害的依据。。虚假食品安全信息会对虚假食品安全信息会对
产业和企业发展造成严重损害产业和企业发展造成严重损害，，应应
加强对食品安全热点的舆情监测加强对食品安全热点的舆情监测，，
防范和治理网络谣言防范和治理网络谣言。。对于编造对于编造、、
散布虚假食品安全信息的行为散布虚假食品安全信息的行为，，应应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