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水北京
首都食品安全

12
2016年7月8日 星期五 责编星期五 责编：：张勇张勇 版式版式：：王廷芳王廷芳 E-mailE-mail：：tougao_cfs365@163.com

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喝水已不仅仅
是补充水分那么简单。各种各样的饮料，
让我们有机会选择自己喜爱的口味，并从
中摄取相应的营养。但是，让营养学家忧
心的事也随之而来。在上世纪70年代，
美国人仅有6%~8%的热量摄入来源于饮
料，而如今，这个数字已经变成21%，使专
家们不得不把人们日常喝的“水”和肥胖
这种全球蔓延的疾病联系起来。

《美国医学营养学期刊》发布的世界
上第一份《健康饮料指南》称，喝水也和膳
食一样，有个金字塔。

第1等级：水
无论白开水还是矿泉水，都是维持正

常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的基本物质，同时
也是人体内一些必需矿物质均可通过饮
水而被人体吸收。每天最该多喝的，就是

这种最“简单”的水。

第2等级：不加糖的茶与咖啡
茶和纯咖啡都不含热量。茶中含有

丰富的类黄酮，不仅具有抗氧化作用，还
能改善血管舒张功能。适当喝点咖啡（每
日不超过1杯），可以降低Ⅱ型糖尿病的
发病率。

第3等级：低脂、脱脂牛奶（或无糖豆类饮
品）

牛奶是钙、镁、钾和维生素D的重要
来源。有大量证据表明，多喝牛奶有助于
改善骨密度。

第4等级：无热量甜饮料
指茶饮料、乳饮料等。有证据表明，

饮料甜度的增加使得人们更为偏好甜食，

从而减小了选择低甜度食品的可能性。

第5等级：含热量、有一定营养的加糖饮
料

指100％果汁和蔬菜汁、酒、运动饮
料。喝果汁不如吃整只水果，喝蔬菜汁比
不上吃蔬菜。另外，蔬菜汁含盐量也较
高。这一等级饮品，在有需要的时候，可
以适当喝一些，但不是每天的必需品。

第6等级：含热量甜饮品

这一等级的饮料包括目前市面上大
量销售的可乐等碳酸饮料，以及果汁含量
甚微，含糖量却非常高的饮料。这些饮料
中所用的甜味剂，可能会引发龋齿、肥胖
及Ⅱ型糖尿病，尽量少喝。

根据这个六级金字塔，一般来说，每
日饮用的饮料中无热量饮料的比例应超
过60%；牛奶等富含营养的饮料不得被低
营养高热量的饮料所替代；加糖饮料的摄
入必须减少，同时应增加低热量饮料的摄
入。 （摘）

喝水
也有个“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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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也是监管出来的，政府是
食品市场的“警察”。转变“权责同构”的
监管组织体系，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监管
事权，防止监管职责层层推诿。中央政
府负责食品安全治理基础性制度建设，
包括加强法律法规、标准和企业生产经
营行为规范建设，建立国家食品安全基
础信息数据库和信用体系，完善统一权
威高效的监管体制。市、县两级政府要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坚持问题导向，实
现责任可量化、可操作、可检验，严惩各
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乡镇基层要
将食品安全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网格
中，定格、定责、定人，聘请协管员、信息
员负责网格内食品安全巡查，改变“牛栏
关猫”的状况，防止食品安全在第一线失
守。

食品安全更是治理出来的，社会要
主动构建共治网络。食品安全具有最广
泛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坚持群众观点和
群众路线，才能真正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来维护食品安全。应当以社会治理精细
化为指导，建立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4］的包容
性共治体系，优化风险交流、贡献奖励、
典型示范、科普教育、第三方参与等社会
共治机制。现阶段要重点推广大众参与
式科普，建立生产经营者社会信用体系，
引导社会力量开展第三方巡查、检验等
工作。

四、以战略规划为抓手夯
实治理基础

食品安全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
度。战略是具有基础性、前瞻性、全局性
的制度框架，其一般以政府公共部门为

主体，引入企业、社会组织、消费者等参
与者，通过若干子系统和政策措施以实
现预设目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
义，食品安全战略是国家针对特定时期
主要食品安全问题采取行动的一致性框
架。可以预见，战略将对“十三五”时期
乃至今后一段时间我国食品安全工作产
生深远影响。

首先是合理的监管资源规模。当前
我国有各类有证食品生产经营主体1100
多万家，监管人员编制约25万，其中专业
人员占比不足50%。监管资源与产业状
况不匹配，区域间基本监管服务能力不
均等，带来食品安全风险“洼地”。可学
习公安机关做法，根据产业规模、人口分
布、地理面积等因素，科学测算各地每万
人口食品安全监管人员需求量。同时借
鉴教育、卫生等领域经验，尽快建立食品
安全财政投入保障机制，促进监管能力
长效提升。

其次是科学的体制架构。横向上，
根据风险类型不同在全国划分5~7个跨
区域监管功能区，并配合“一带一路”战
略、三大经济发展区域设置监管派出机
构，协调监管事务和打击地方保护。纵
向上，改变“上下一般粗”的监管组织架
构，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监管事权，实施差
异化监管，并鼓励地方试点食品安全监
管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进行综合设置
市场监管机构改革的地方，要确保食品
安全监管工作得到强化。

再次是务实的阶段目标。制定国家
食品安全战略路线图和时间表，“一张蓝
图干到底”。构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
指标体系，从食品产业基础、食品安全监
管能力、食品安全水平、人民群众满意度
等维度入手，提出各时间节点要实现的
工作目标，避免政策随意性。到2020年
也就是“十三五”末期，形成严密高效、社

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
体系；到2035年，食品安
全状况达到中等发达国家
水平；到2050年，实现食
品安全治理现代化，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奠定基本物质基础。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
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
教授）

饮用纯净水
从受保护的水源地如江、河、湖、海

等地和市政自来水为来源，经过多道工
序去除水中余氯、微生物、矿物质、有机
成分、有害物质等且不含其他另外添加
物的，密封于容器中，可直接饮用的
水。就是说同时几乎也把水中对人体
有益的微量元素给去除掉了。加工方
法有电渗析器法、离子交换器法、反渗
透法、蒸馏法等。

蒸馏水
经过蒸馏法使水沸腾气化后经冷

凝而成的纯水，没有其他任何杂质。实
验室为了防止水中的离子对检测结果
的误导都是用蒸馏水，有更高要求的则
使用多次蒸馏的。理论上蒸馏水不导
电。蒸馏水属于饮用纯净水范畴。

饮用天然矿泉水
从地下深处自然涌出的或经钻井

采集的，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微量元
素或其他成分，在一定区域未受污染并
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污染的水；在通常情
况下，其化学成分、流量、水温等动态指
标在天然周期波动范围内相对稳定。
根据CO2含量有可分为：

1.含气天然矿泉水：包装后，在正
常温度和压力下有可见同源二氧化碳
自然释放起泡的天然矿泉水；

2.充气天然矿泉水：按照相应标准
处理，充入二氧化碳而起泡的天然矿泉
水；（指在处理不稳定组分过程中析出
了CO2，把这部分CO2回填进水中或者
另外添加入食品添加剂CO2）。

3.无气天然矿泉水：按照相应标准
处理，包装后，其游离二氧化碳含量不
超过为保持溶解在水中的碳酸氢盐所
必须的二氧化碳含量的一种天然矿泉
水；

4.脱气天然矿泉水：按照相应标准
处理，包装后，在正常的温度和压力下
无可见的二氧化碳自然释放的一种天
然矿泉水。

水一般以市政自来水等符合《瓶
（桶）装水卫生标准》（GB19298-2003）
来确保其饮用安全性。一般来说，市场
上标“弱碱性水”的都属于矿物质水范
围。

根据国际瓶装水协会（IBWA）的定
义，天然水（naturalwater）是指瓶装的，
只需最小限度处理的地表水或地下形
成的泉水、矿泉水、自流井水，不是从市
政系统或者公用供水系统引出的，除了
有限的处理（例如过滤、臭氧或者等同
的处理）外不加改变。它既去除了原水
中极少的杂质和有害物质，又保存了原
水中的营养成分和对人体有益的矿物
质和微量元素。

（辑）

常见的瓶装水分类
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