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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带袋煮容易铝中毒”“8开头食
品条形码是转基因食品”……“这些微信
朋友圈里随处可见的文章，其实是地地
道道的谣言。”在深圳海关、海关出版社
等日前承办的“2019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
传周”海关总署主题日系列活动“食品安
全口岸行”现场，深圳海关进出口食品安
全处的关员耐心向旅客澄清谣言背后的
真相。

牛奶铝箔包装最里层是聚乙烯膜，熔
点一般在120摄氏度以上，简单煮沸加热
袋装牛奶是安全的；条形码的数字主要是
对应产地、厂家编号、商品编号等，“8”字
头条形码是指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生产
或销售的产品，并不能标识该产品是否为
转基因食品……对于大家最关心的进口
食品话题，相关专家为消费者详细解答。

进口食品安全有保障吗

近年来，我国进口食品贸易以年均
17.4%的速度实现较快增长，已有 176 个
国家和地区的2283种进口食品纳入到准
入管理，18295家境外输华食品企业获批
注 册 ，33059 家 进 出 口 代 理 商 在 海 关
备案。

“食品安全关系中华民族未来，确保
进出口食品安全是海关系统义不容辞的
政治责任。”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
局长毕克新表示，“四个最严”是进出口食
品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对标最严谨的标
准，开展最严格的监督，实施最严厉的处
罚，强化最严肃的问责，全力推动全链条
进出口食品安全责任落实，严把进出口食
品安全关。

在食品进口前，海关总署首先会对拟
进口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安全体系及食品
安全状况开展评估。“海关主要依据法律
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国内外疫
情疫病和有毒有害物质风险分析结构，结
合评估和审查结果，确定相应的检验检疫
要求。”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综合
处调研员胡舒介绍。

在此基础上，海关还制定了《进口食
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实施目录》，只有该
目录内食品的境外生产企业在获得海关
注册后，方可对华出口。目前，需注册的

进口食品包括肉类、水产品及制品类、乳
品类、燕窝等。同时，海关要求进出口商
备案，提供企业信息并对真实性负责。

在食品进口时，还需完成检疫审批、
口岸检验检疫等环节后，方可在口岸申报
通关。其中，肠衣、乳品类、肉类、水产品
及制品类、粮谷类、蔬菜、中药材类、燕窝、
禽蛋等进口时，需要办理进境动植物检疫
审批手续，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
植物检疫许可证》后方可申报。

此外，进口食品要符合我国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要经海关依照进出口商品检验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检验合格。在
取得检验检疫证明之前，进口食品须存放
在海关指定或认可的场所，只有经检验检
疫合格、由海关出具检验检疫证明后的进
口食品，方可准予销售、使用。

食品进口后，海关还将进行后续监
管，当发现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或者疫情，
以及境内外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或疫情可
能影响到进口食品安全的，海关将采取风
险预警及控制措施，包括有条件地限制进
口、责令召回、禁止进口、就地销毁或退运
处理等。

如何购买安全的进口食品

对于消费者来说，如何购买到安全放
心的进口食品呢？

首先是看中文标签。“合格的进口食
品，应该有易辨认和识读的中文标签。”深
圳海关进出口食品安全处关员介绍，中文
标签上应注明产品名称、原产地、生产日
期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
式等内容。

与普通进口食品不同，对于肉类、乳
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水产品、燕窝、
肠衣、植物源性食品、中药材等进口食品
的生产国家和地区，我国海关实施评估和
审查制度。消费者可根据海关总署“符合
评估审查要求及有传统贸易的国家和地
区输华食品目录”，查询上述进口食品的
准入情况。

在查看中文标签、准入情况的基础
上，还可以查看检验检疫证明。所有合法
来源的进口食品都具有海关出具的《入境
货物检验检疫证明》，详细记载了该进口

食品的品名、品牌、原产地、规格、生产日
期、批号等信息。

海关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进口食
品时，应当索取购物票据。一旦发现购买
的进口食品出现质量问题，可以凭借购物
票据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营造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良好氛
围，离不开广大消费者的积极参与。”胡舒
表示，作为守法公民，应向 3 种行为说

“不”。
不要携带或邮寄法律禁止进境的食

品入境。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无论是生肉
还是熟肉、水生动物产品、动物源性奶及
奶制品、蛋及其制品、燕窝、新鲜水果、蔬
菜等，均禁止入境。

海外代购食品不向海关申报，以个人
物品的方式入境，如发生二次销售属于违
反海关法的行为。个人携带进出境的行
李物品、邮寄进出境物品，应当以自用、合
理数量为限，并接受海关监督。

不要购买走私食品。直接向走私人
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货物、物品的，海关
会按走私行为论处。

“漂洋过海”来“看”你——

进口食品安全知多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顾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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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食品安全有保障

吗？如何选购安全的进口食

品？在日前举行的“2019年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海关

总署主题日系列活动上，有

关专家、进出口企业就此为

大家答疑解惑

非法入境肉类存在三大风险

一是存在动物疫病传播风险，可能
对国内畜牧业生产造成危害。如果是人
畜共患病，还将威胁人类健康。二是农
药残留、兽药残留可能超出我国标准限
量。三是屠宰、加工、储存和运输过程中
存在污染、腐败等卫生问题。

对于无有效进口动植物检疫许可
证、无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机构出具的
相关证书、未获得注册的生产企业所生
产的肉类产品，以及涉及人身安全、健康
和环保项目不合格的进口肉类产品，海
关将做退回或销毁处理。

“洋奶粉”不一定适合中国孩子

各国婴幼儿配方奶粉标准，都是根
据本国婴幼儿的饮食习惯、膳食营养水
平等制定的，按照国外婴幼儿量身定制
的“洋奶粉”未必适合中国孩子食用。

代购的婴幼儿配方奶粉没有中文标
签，可能存在不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标
准的情况，产品的营养含量也可能不适
合中国宝宝，甚至存在一定安全缺陷。

擦亮眼睛以免买到走私大米

进口大米需经过海关总署组织的风

险评估及实地考察，才能获得准入资
格。消费者要关注加工厂信息和检验检
疫合格证明，以防买到走私大米。

购买散装大米时，要观其形，闻其
香。购买包装大米时，关键是辨识包装
上的名称、生产企业、保质期等信息。

浸出油和压榨油哪个更好

在目前进口的油脂中，大豆油、菜籽
油、葵花籽油大多为浸出油，而棕榈油、
椰子油等大多为压榨油。

一般认为，经过精炼的压榨油和浸
出油质量和营养价值不相上下，只要产
品符合国家标准，安全性就是有保障的。

选购进口葡萄酒要“三看”

一看标签。根据食品安全法，通过
正规渠道进口的葡萄酒都应加贴中文标
签，要求强制标注的内容有：品名、原产
国、配料、酒精度、生产（灌装）日期、储存
条件、进口商或经销商信息等。

二看酒帽和木塞。避免选购涨塞、
木塞脱出的葡萄酒。封口的木塞上所印
信息需与封套和酒标上的信息一致。

三看酒体。葡萄酒体应清澈透明。
消费者购买时可向商家索要查看《入境
货物检验检疫证明》，与酒标信息对照。

上图 在深圳华润万家旗下的

BLT（京基店），一名顾客正在查看进

口食品的中文标签。

左图 深圳机场候机楼内的进口

水果。 本报记者 顾 阳摄

选购进口食品注意事项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新能源汽车自燃或
爆炸问题已发生近50起。这让全社会对电动汽车在
高温环境下的安全问题以及电池稳定性的担忧更进了
一步。发生此类事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近日，经济
日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教授、锂电“达沃斯”学术委
员会主席其鲁。

为确保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有电动公交车的安
全运行，其鲁团队曾开展研究发现：电动汽车安全性不
仅由电池决定，锂电池材料不当也是主要原因。

在其鲁看来，起火事故的原因中，动力电池自燃占
比为31%，主要因为锂电池材料选择不当以及电池本
身的质量问题。“快速充电时，导电性不好的锂电池容
易产生大量热量、温度急剧升高，导致热失控。”其鲁
说。据2017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起火事故分析统计，
充电场所是起火的高发地，占比达50%。

锂电池中有大量易燃物质，比如非水溶性的液态
电解液，当其暴露在空气中温度达到60℃至70℃时，
就会燃烧。其鲁表示，探究电动汽车出现问题的原因，
不要完全归因于锂电池。与燃油车相比，其实燃油更
易燃烧，发生燃烧爆炸事故更为可怕。但是，全世界每
年燃油车发生自燃或者爆炸事故的概率很低。

近年来，能量密度高、续航能力强的电动汽车受到
关注，一些密度很高的电池已开始应用。然而，这些锂
电池的材料在充放电过程中更容易发热，且随着能量
密度的不断提高，热失控几率也呈大幅上升态势。与
此同时，汽车碰撞会让电池组产生变形，导致电池隔膜
被撕裂并发生内部短路，也容易因易燃电解质发生泄
漏引发起火。

“电动汽车的设计始终是问题的核心。”其鲁说，因
为在行车或充电过程中，电池就会产生热量。然而，目
前尚无可实现锂电池迅速散热的好方案。因此，加快
开发锂电池核心材料与电池技术刻不容缓。

而要彻底解决未来电动汽车安全性问题，并不单
单是电池的问题。其鲁认为，近期内电动汽车要想大
踏步发展、解决安全性问题，通过氢燃料电池和锂电池
结合使用，可能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一直鼓励
推广使用甲醇燃料电池，并已开展过 10 余年研究工
作。甲醇燃料的工作原理与氢燃料一样，但并不需要
低温、高压使用，它可以与锂电池相结合，在技术方面
以混合动力或者增程式动力为导向，将有望快速推动
电动汽车的发展。”

新能源车自燃原因何在？
本报记者 王轶辰

日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栗占国团队“类风湿关节
炎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区域深度测序研
究”的结果在线刊发在风湿免疫领域顶级期刊《风湿病
学年鉴》。该研究揭示了类风湿关节炎新的标志性遗
传特征，为类风湿关节炎的特异性诊断和治疗提供了
新的线索和干预靶点，具有潜在的临床价值。

类风湿关节炎（RA）是一种病因未明的慢性、以炎
性滑膜炎为主的系统性疾病，经常伴有关节外器官受
累及血清类风湿因子阳性，可以导致关节畸形及功能
丧失。人类MHC 被称为人类白细胞抗原（HLA），与
机体免疫应答和免疫稳态密切相关，与类风湿关节炎
发病有很强的相关性。然而，以往采用常规芯片技术，
难以鉴别出新的独立遗传因素。

最近，栗占国课题组与华大基因研究院合作，首次
成功完成了类风湿关节炎患者MHC区域全覆盖深度
测序，发现一个新基因位点（HLA-DQα1:160D）是我
国汉族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强相关遗传因素，并证明
HLA-DRβ1:37N是类风湿关节炎的独立保护因素。

针对风湿病治疗长期依赖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的现
状，栗占国团队还创新性开展了多种治疗方法，取得了
重大突破，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
医学》，为风湿病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相关治疗类风
湿关节炎方案已被国际指南引用，形成了具有特色的
类风湿关节炎诊治模式。

如何提高风湿病特别是疑难性或不典型风湿病的
诊断率？该团队研究并开展了多种诊断方法，提高了
早期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率，大大减少了不典型干燥
综合征的漏诊率，为风湿病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奠
定了基础。

类风湿关节炎遗传特征和

免 疫 诊 治 方 法 获 新 发 现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儿童多动脑可能有助降低肥胖

今年入夏以来，台风姗姗来迟。日前，
今年第4号台风“木恩”在海南沿海登陆，
它也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与往年在 6 月下旬早已被台风刷屏
相比，今年上半年台风数量为何偏少？今
年台风的威胁将大大减弱吗？经济日报记
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根据 1988 年至 2018 年初对台风的
统计得出，初台风登陆我国的平均日期为
6月27日。近30年来，共有15个初台风在
6 月份生成；初台风在 7 月份生成的也不
少，有12个。而2008年初，台风“浣熊”于
4 月 18 日登陆，是近 30 年登陆最早的初
台风；1997 年初台风“Victor”于 8 月 2 日
登陆，是近30年登陆最晚的初台风。

由于6月份左右，整个东亚的大气系
统偏南，无论是副热带高压（副高）还是季
风带来的水汽都偏南，因此台风登陆地点
往往偏南一些，易登陆广东、海南。但我国
初台风登陆强度通常不强。近30年数据显
示，一般初台风以热带风暴或强热带风暴
为主。这是因为初台风平均生成月份偏
早，海温和水汽条件在台风季尚处于“初
级阶段”，没有太大能量提供给初台风。

台风发生需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首先，要有暖的洋面。台风发展需要海洋提
供能量，因此海面温度一般要超过26.5℃。
由于海洋热容量比大气高，海洋上的夏季
比陆地上的夏季偏晚。6月份、7月份海温
逐渐升高后，才能达到台风生成必备的海

温条件，初台风往往就在此阶段“诞生”；8
月份、9月份海温进一步升高，台风生成和
登陆的频率及强度均大幅增多、增强。

其次，还需要上升气流将热的海洋水
汽通过上升而凝结释放大量热量，为台风
生成提供能量。此外，高低空之间的风向
风速差别要小。再次，需要有足够的地转
偏向力；当然，最初还需要海面上有热带
扰动，才会触发台风的生成。

那么，今年上半年台风数量为何偏
少？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高辉解释
称，直接原因是西太平洋副高位置异常偏
南、偏西且强度偏强，位于台风生成源地
上空。在副高控制区域盛行下沉气流，热
带对流受到抑制，不利于台风生成。

从去年 9 月开始的厄尔尼诺事件仍
在持续。通常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后，次年
副高易偏强偏西，因此今年上半年台风数
量偏少与近期厄尔尼诺事件有很大关联。

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
心副主任钱奇峰表示，虽然目前台风偏
少，但并不意味着今年台风威胁减少。“副
热带高压长期偏强、偏南，不仅使得控制

区中心台风减少，也使得控制区周边地区
降水增多。”钱奇峰说，副高控制区域盛行
下沉气流，不利于台风生成。由于气流是
上下循环，副高边缘则盛行上升气流，即
大气比较活跃，容易形成天气过程，这也
是为什么最近南方地区降雨频繁的原因。

通常每年夏季副热带高压会按一定
节奏自南向北移动，带动聚集在副高北侧
边缘的大片降水云系一步步扫过我国东
部地区。一旦副高一直盘踞在南方，它既
会压制台风，也会让南方无法摆脱雨带。

高辉预计，盛夏至初秋为台风活跃
期，预计前期生成偏少，后期偏多。登陆和
影响我国的路径主要以偏西为主，且强度
整体偏强，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需特别防
范台风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值得注意的是，入汛以来南方持续降
水影响显著，台风防御形势将进一步严
峻。目前，我国南海和菲律宾吕宋岛以东
海域海温比往年同期偏高1℃至1.5℃，具
备台风生成的海温条件。未来，气象部门
将密切监视海面台风生成情况，为各部门
联合应对防御提供科学依据。

上半年出现次数偏少，威胁减弱？

对 待 台 风 不 要 大 意 轻 敌
本报记者 郭静原

7月3日，今年我国首个台风“木恩”登
陆海南。图为行人在海南省三亚市街头冒
雨出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