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在朋友圈疯传的景区、
游乐园，到各种话题里提及的
化妆品、美食，再到线下门庭若
市、永远排队的餐厅、门市，网
红产品已经成为现在居民生活
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各种网络
红人、网络爆款、热门产品让人
们眼花缭乱。

据艾瑞咨询与新浪微博近
日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网红
经济发展洞察报告》显示，截至
2018年5月，中国网红粉丝总人
数达到5.88亿人，网红经济规模
将突破两万亿元。

然而，随着网红产品在生活
中越来越深入，大量关于这些产
品的夸大宣传、质量参差、商标
侵权、成交量作假等问题也凸显
出来，“网红经济”里的“坑”开始
让人防不胜防。

网红门店李逵李鬼难分清

2017年上半年开始，喜茶
掀起了一波网红饮品店的风潮，
成为诸多年轻人追捧的对象。
今年上半年，北京一家名为“喜
社喜茶”的饮品店号称花重金从
“喜茶”购买了配方，与喜茶联合
经营，诸多消费者慕名而来。

然而，事实却是网红饮品
店遭遇山寨。喜茶方面迅速
发声，表示上述门店与其没有
任何形式合作。这种情况实
际并不鲜见，比如武汉一家糕
点店“鲍师傅”在网络走红后，
“金典鲍师傅”“京鲍师傅”“至
尊鲍师傅”等门店随即在北京
遍地开花。由于山寨店都在
模仿“本尊”的招牌、产品，连
名字都很接近，普通消费者难
以分辨。

“鲍师傅”糕点店走红的原
因之一是其门前总有数十米的
“长龙”排队，粉丝热情高涨让人

惊叹。可有媒体深入QQ群、论
坛、微信群调查才发现，有“工
头”在网上发布充场任务，组织
大批兼职者现场排队当“托”。

在媒体曝光了这家网红店
靠花钱雇人排队以营造火热销
售场景后，这家“鲍师傅”网红店
的总部也迅速做出回应，出面道
歉，同时表示一家店的行为不代
表整个品牌。然而，北京鲍才胜
餐饮公司随后直接炮轰雇人排
队的“鲍师傅”为山寨侵权店，双
方为此闹上法庭，相关案件也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在北京的另一家网红饮品
店，有媒体记者在店内“卧底”，发
现走红网络的新鲜果汁其实真相
震惊。报道显示，饮品店的店员
直接用手去挤茶叶包里的汁液，
连店员自己都说“恶心”；水果不
经清洗就扔进榨汁机，操作店员
一直未戴手套；柜台上摆放着新
鲜诱人的水果，后台实际榨汁的
却是已经发黑的芒果……

新潮产品是否有害先确认

现如今，只要加上网红二
字，再经由互联网推波助澜，往
往能引爆大众的消费热情。不
过，有些网红产品实在经不起推
敲，价格不菲销量惊人，却存在
安全上的风险，甚至一些商品还
属于“三无”。

一些城市酒吧里热销会发
光的饮料，这种发光的饮料被装
在各种形状的杯子里面，每隔三
四秒闪一下，商家给饮料也取了
很多独特的名字。实际上，发光
的是饮料中的冰块，冰块里安放
有小灯泡。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发光冰
块所采用的都是纽扣电池，由于
电量低不会造成触电等情况，但
是因为这种灯的价格比较低廉，
很有可能外壳塑料材料质量欠
佳，被腐蚀性液体长期浸泡可能
会产生一些有毒物质。在市场
上，这类网红产品很多都没有质

监部门的合格标志。
最近流行起来的“冒烟冰

淇淋”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这种网红食品中加入了食
品级液氮制冷，雾化很快的液
氮一般情况下具有安全性，但
一些孩子食用后也会出现口腔
受伤的情况。

对于这些新潮网红产品，
专家建议消费者看好产品的
构成，识别产品有无合格说明
和安全标识，看清楚食品饮品
的原料等成分，考虑食用时的
安全系数。如果网红产品属
于“三无”产品，绝对不能购买
食用。

此外，一些网红产品吹嘘的
各种功效，例如网红“辟谷餐”鼓
吹“排毒减肥”，但实际上往往造
成由于能量严重摄入不足，可能
导致肌肉分解、基础代谢下降，
造成多器官损伤，甚至增加心血
管疾病的风险，这些凭空捏造的
网红说法切勿相信。

网红营销背后套路要认清

或者是可以减肥、防晒、美
白的“功能神器”；或者是荣获某
种国内、国际大奖，有各种权威
机构为其质量“背书”的“荣誉得
主”；或者是配发各种高调炫富
照片的“浮夸产品”……拥有这
些另类“气质”的网红产品，往往
需要消费者提高警惕。

除了一些网红门店雇人排
队制造假象外，网红产品还有诸
多套路。网红产品通常显示出
在网上有大量好评，体验式的推
介，线下门店经常供不应求、生
意兴隆，但实际上通常都是套
路。

有网红店推手透露，消费评
价大都可以造假，而且这个造假
生意形成了相当规模。到各电
商平台刷消费体验评价有明确
的收费标准，一般“充人数”的评
价一条只有几元钱，但消费评
价、体验详细、号召力大的评价，
最高则收到每条120元。

有媒体加入充当“排队人
头”的群里，发现有专人发布雇
人排队的时间、地点、人数、时薪
等信息，雇一个人一般3小时内
100至150元。

有些网红产品有很多荣誉
“站台”，但这些荣誉通常靠不
住。有媒体曝光，网红玛姿宝品
牌所谓“3?15打假保真荣誉标志”
“打假保真放心消费联盟单位”的
荣誉，其实并未得到授权，其商业
模式也根本没有经过认证，纯粹
属于虚构荣誉、自抬身价。

此外，还有大量标榜“迅速
暴富”网文的主角，常常缺名少
姓，无从查考。这种营销模式下
的网红产品，根本就是无稽之
谈，甚至一些已经触犯法律，消
费者务必理性消费，明辨真伪。

（中质网）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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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产品问题多 教你火眼金睛识别“坑”

近日，微信朋友圈热传的文章《这五
样菜千万不能放味精，除非你想毒死
谁！》称“温度只要超过100摄氏度，味精
就会发生变性，不但会失去鲜味，还会形
成有毒的焦谷氨酸钠，危害人体健康。”

因受到网络上“味精有害健康”传言
的影响，一些消费者对使用味精有顾虑，
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认为味精在高温
烹调时会生成有毒物质，对健康有害；还
有一种说法是认为食用味精会引起以头
晕、恶心、胸闷、四肢麻木为特征的“中国
餐馆综合征”。

味精加热后真的有毒吗？科信食品与
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钟凯表示，味精
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它在超过120摄氏
度时，容易转变成焦谷氨酸钠，但焦谷氨酸

钠对人体无害，只是没有鲜味而已。味精
加热到270摄氏度时才会分解破坏，在一般
食品的烹调温度条件下，味精的性能是稳
定的，不用担心变质有毒的问题。

味精这种调味品本身是否安全呢？
据专家介绍， 国际上的权威机构围绕
味精的安全性做了大量评估研究，目前
都没有发现味精能产生某些危害。只有
个别动物实验发现：在“大剂量”摄入下，
对于某种非常敏感的老鼠可能会产生神
经毒性。不过要达到这种效果，所需要
的剂量远远高于人类食物中可能食用的
量，正常饮食根本达不到那个量。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食
品添加剂专家联合会确定味精是一种可
靠的食品添加剂，除一周岁内婴儿外，其

他年龄组儿童都可食用。美国食品和药
品管理局（FDA）在动物试验的基础上得
出了“现在的使用量、使用方法下，长期
食用味精对人体无害”的结论。

我国也完成了味精的长期毒理实
验，实验得出与国际上一致的结论，即食
用味精是安全的。

安全以正确使用为前提。钟凯建
议，不要长时间、习惯性过量食用味精。
因为味精中含有大量的钠，高钠饮食容
易带来肥胖，还可能增加糖尿病、高血压
和冠心病等患病风险。过量的谷氨酸钠
也会影响婴儿的生长发育，所以一岁以
下婴儿不要食用味精，母亲用母乳喂养
孩子时，也应少吃或不吃味精。

在做饭时，味精使用应掌握好用量，

如投放量过多，会使菜产生苦涩的怪
味。要想味精达到最好的效果，应该在
起锅后放入，待温度降至90摄氏度左右
放入，使菜肴完全吸收。

如何识别好的味精呢？专家建议，
消费者在购买味精时，除了认准包装上
的QS认证，还可以从包装上的“纯度”指
标看味精的等级，一般来说，纯度越高则
质量越好。好的味精晶莹通透，颗粒均
匀；而差的味精颗粒参差，互相粘连，颜
色发暗，放进嘴里尝试，如果是苦涩的，
就可能是混进了硫酸铵的假味精。另
外，市面上售卖的粉体味精中含有食盐，
易吸湿结块，贮存时要密封防潮，放在干
燥通风处。

（人民日报）

揭穿食品谣言：味精加热后真的有毒吗？
味精加热到270摄氏度时才会分解破坏，在一般食品的烹调温度条件下，味精的性能是稳定的，不用担心变质有毒。国际权威

机构围绕味精的安全性做了大量评估研究，目前都没有发现味精能产生某些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