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很多家长在给孩子购
买食品时，会青睐冠以“儿童食
品”字样的产品，如儿童酱油、儿
童牛奶、儿童饮料等，认为这些
“儿童食品”更符合孩子的身体
发育情况。然而专家提示，“儿
童食品”的营养成分与普通成人
食品并没有太大区别，建议消费
者选购时多留意产品包装上的
配料表和营养成分标识，做到理
性消费。

主打卖点对改善儿童
营养意义不大

目前，诸多“儿童食品”的主
打卖点是“营养”和“安全”。多
数家长认为打上“儿童专用”标
签的食品营养更高、更安全，即
使更高价格也乐于买单。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
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马冠生
介绍，我国目前还没有“儿童食
品”的概念和相关食品标准，仅
有的是针对0—36个月婴幼儿
的配方食品、辅食的食品安全标
准。我国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安
全标准与欧盟标准基本保持一
致。对于0—6个月婴幼儿的配
方食品要求差异较小，大部分指
标比较接近；但是对于6—36个
月婴幼儿的配方食品，我国的指
标要求相对宽松。而对于3周
岁以上的儿童，我国还没有出台
相关食品标准。即使标注“儿
童”字样或印有儿童头像（卡通）
的食品，也并没有根据儿童生长
发育的需要等进行产品的设计
和生产。

“营养”方面，不少儿童奶中
宣称含有DHA、钙等营养成分，
有“益智”“健骨”等功能。对此，
业内人士表示，实际上，我国关
于保健作用的宣传需要有相关
认证标签，而且依据营养标签法
规，某种营养素必须达到每日参

考摄入量的15%以上，才可以说
是此种成分的来源，达到30%以
上才可以说是此种成分的丰富
来源。“如果没有达到上述标准
并标示具体数据，就只能当作一
种概念宣传，对于人体营养的实
际改善意义不大。因此，家长一
定要学会看食品标签中的配料
表和营养成分表。”

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臧全
宜表示，和其他儿童食品相比，
儿童酱油的性价比更低。“对比
几种儿童酱油和成人酿造酱油
可以发现，虽然价格差得很多，
但配料表中的原料区别不大，消
费者重点关注的钠含量数字差
异也不大。有的酱油添加了多
种矿物质类营养素，但作为用量
本就很少的调味品，产品标签上
标注的较低的钠含量数值和较
高的钙铁锌数值，对于儿童的健
康意义都不大。”

留心配料表和营养成
分表

目前，市场上标注“儿童”字
样的食品品种并不多，一些深受
孩子们喜爱的食品并非“儿童专
用”，只是通过卡通图案、可爱包
装来吸引孩子们选购。

臧全宜表示，为了在口感和
味道上更加吸引儿童，一些“儿
童食品”往往在糖类、香精和其
他优化口感的食品添加剂种类
和用量上，都高于成人食品，长
期食用可能加重儿童口味习惯，
造成偏食、挑食。

马冠生认为，食品包装上是
否为“儿童专用”并不重要，更不
能将包装食品作为营养的主要来
源，最好的营养素来源应该是来
自多种、天然的食物。在给儿童
购买包装食品时，家长应学会看
食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
表，作为选择包装食品的依据。

配料表中排在第一位的是
含量最高的原料，按照排位顺
序，含量依次递减，最少的原料
排在最后一位。应尽量选择前几
位是天然原材料（如面粉、牛奶、
鸡蛋、水果），而不是加工食品。
马冠生提醒消费者，要警惕配料
表特别长的，产品配料表的内容
越复杂，越要仔细看清内容。

除此之外，在营养成分表中
包括至少5个基本营养数据，即
食品中所含的能量、蛋白质、脂
肪、碳水化合物、钠的含量以及
这些含量占一日营养供应参考
值的比例。优先选择蛋白质含
量高、低能量、低脂肪、低钠含量
的食品。尽量选择碳水化合物
数值低的，现在的营养成分表中
没有专门标明添加糖含量，都统
一包含在碳水化合物中。钠的
含量越低越好，建议每100克食
物中不超过300毫克。

马冠生补充道，很多食物声
称“绝对不含反式脂肪”，食品营
养成分表中通常会标注反式脂
肪酸的含量为0，但不代表没有，
因为含量小于0.3%，是可以标注
为0的。建议看一下配料表，如
果里面有氢化植物油、人造黄
油、人造奶油、植脂末、起酥油、
代可可脂等成分，建议还是少选
为好。

国标缺失存健康隐患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有
专门针对儿童的建议，《中国儿
童青少年零食消费指南》也对家
长选择食物做了指导。但我国
还没有出台针对3岁以上儿童
食品的相关标准。

臧全宜表示，0—3岁关于
婴幼儿奶粉和辅食的相关食品
标准是有明确文件和依据的，
而3岁以上的食品生产和包装
标签标准是以成人食品相关标

准为依据的，并没有细分到各
年龄段。

“不排除有些儿童食品是商
家用心按照儿童身体成长需要
设计生产，但按我国居民膳食指
南中特殊人群除3岁以下婴幼
儿，还有学龄前儿童和青少年等
年龄段的划分，不同阶段身体成
长发育和营养所需并不相同，所
以家长在选购时不容易辨别是
否适合自己的孩子。”臧全宜说。

“事实上，商家生产的‘儿童
食品’是根据营销需求，自行在
标准范围内进行的调整和宣
传。”有知情人士透露，生产端基
本上都是以企业标准作为产品
的生产标准，消费端只有保护儿
童的意识，但没有专业的甄别知
识，只靠消费者自己辨别是有困
难的。这也给了企业很大的自
由空间，导致“儿童食品”成为很
多企业实现产品差异化、追求高
毛利的手段，形成了一种乱象。

马冠生表示，儿童的身体发
育尚未成熟，向儿童提供的食品
不管在安全性和营养性上，都应
该有更为严格的标准。因此，国
家应该尽快出台规定，提高标
准，引导和鼓励行业企业生产和
研发更多适合儿童食用的安全、
营养均衡的食品，这些食品应按
照儿童的营养需求进行设计和
生产，可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种
类应该更少，允许添加的限量应
该更低。要求在真正适合儿童
消费的食品或饮料上有醒目标
识，在产品外包装或说明中写清
楚成分并标注配料表，明确标注
食品营养成分和能量值等情况，
以帮助家长们做出正确选择。

链接：

青少年儿童零食有分级

《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消费

指南》将零食分为“可经常食用”
“可适当食用”“限制食用”3个推
荐级别。

低油、低盐、低糖食品，建议
每天食用。如水煮蛋、水煮虾等
肉类、海产品、蛋类；无糖或低糖
燕麦片、煮玉米、无糖或低糖全
麦面包、全麦饼干等谷类食品；
豆浆、烤黄豆、烤黑豆等豆及豆
制品；新鲜蔬菜水果；纯牛奶及
纯酸奶；花生米、核桃仁、瓜子、
大杏仁、松子、榛子等坚果类食
品；蒸煮的红薯、土豆等薯类食
品；不添加糖的水果汁、蔬菜汁，
如橙汁、西瓜汁、芹菜汁、胡萝卜
汁等。

可适当食用零
添加中等量油、盐、糖食

品，建议每周吃1～2次。如黑
巧克力、牛奶纯巧克力；牛肉
片、松花蛋、火腿肠、酱鸭翅、肉
脯、卤蛋、鱼片、海苔片等肉类、
海产品、蛋类；蛋糕、饼干等甜
点；豆腐卷、怪味蚕豆、卤豆干
等豆制品；拌糖水果沙拉、苹果
干、葡萄干、香蕉干；奶酪、奶
片；琥珀核桃仁、鱼皮豆、花生
蘸、盐焗腰果、瓜子等坚果；甘
薯球、地瓜干等薯类；果汁含量
超过30%的果蔬饮料、杏仁露、
乳酸饮料；含糖少，以鲜奶和水
果为主的鲜奶冰淇淋、水果冰
淇淋等。

限制食用零食
油、盐、糖含量较高食品，

建议每周食用不超过1次。这
些零食包括棉花糖、奶糖、软
糖、水果糖、果冻等糖果类食
物；炸鸡块、炸鸡翅等；膨化食
品、方便面、奶油夹心饼干、奶
油蛋糕等谷类食品；水果罐头、
果脯；全脂或低脂炼乳；炸薯
片、炸薯条；高糖分汽水、可乐
以及果汁含量少于30%的果味
饮料等；含糖高及人造奶油含
量高的雪糕、冰淇淋等。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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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消费 别让儿童食品晃了眼！

每年，云南几乎都有人吃野生菌
中毒。但是，野生菌实在太美味了，
这几天，朋友圈里流传了一张免除后
顾之忧的“吃野生菌协议”：本着自愿
参与的原则，在王??家组队吃野生
菌，如发生中毒事件与王??家无
关。本协议签字生效，即起法律效应。

这份协议的文末分别有 7人签
字，有6个还按了手印，落款是7月
16日。记者问了几位转发的微信朋
友，都不知道原出处。那么，签了这
样的协议，如果真发生中毒事件，协
议能让上述吃野生菌者都高枕无忧
吗？云南省律协刑委会主任、昆明市
律协副会长、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执
行主任李春光表示，这种以约定形
式来免除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做法
在法理上一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

行的。
李春光分析，假定这些人是去某

一家吃，请客的人对食品质量肯定是
有义务的，如果因为食品质量问题引
发人身损害，肯定是要赔偿的。即便
大家一起凑份子，一起去买，买和卖的
人也都有责任，买和卖的人都对食品
质量有义务，要保障安全。此外，如果
大家一起去采摘的蘑菇，如果能甄别
出来毒蘑菇是谁采摘的，也要负担责
任。根据不同情形，不管是约着一起
采摘，一起吃等都存在主观上是否有
过错的认定问题。

人身损害赔偿强调的是过错责任
原则，有过错，有损害结果，一般而言
就要承担责任；反之，没有过错，即使
有权益受损的也不应承担责任。

（报摘）

近日，广州白云警方联合市场监管
部门等有关单位，破获了一宗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案件，依法查处了一间生
产销售含有违法添加药品的凉茶铺，抓
获了两名涉案嫌疑人。

白云警方接到区市场监管部门转来
的线索，位于太和镇龙归的一间凉茶铺
出售的凉茶，可能存在非法添加药品的
非法行为。对此，白云警方食品药品与
环境犯罪侦查大队联合松洲派出所出动
警力，与相关执法部门一同对该凉茶铺
进行突击检查。民警在现场发现，除了
该店铺在售的“特效感冒茶”“特效止咳
茶”“特效咽喉茶”“特效口腔茶”等成品
凉茶及原料包外，还有一批可疑粉末。
警方依法将该凉茶铺店主谢某（女，35
岁）及店员曾某（男，34岁）带回协助调
查，同时将现场查获的成品凉茶和可疑

粉末抽样送权威部门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可疑粉末中检出乙

酰氨基酚、醋酸地塞米松、马来酸氯苯那
敏、布洛芬及水杨酸等西药成分。在几
款“特效”凉茶中，根据其“效果”不同，也
检出分别含有以上一种或几种西药成
分。这些西药成分都属于国家明令禁止
在食品饮料中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质。

据谢某供述，其在经营凉茶铺过程
中，发现有不少人出现感冒、咽喉不适等
症状时，为图省事，他们会买凉茶饮用进
行缓解。为提高凉茶销量，谢某设法购买
了西药粉末，让店员曾某倒入熬制好的凉
茶内，增强“药效”以吸引更多的顾客。

目前，谢某和曾某因涉嫌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
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南方都市报）

签个“生死状”吃菌就无忧？ 凉茶有“特效”？ 小心加了“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