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是生命之源，进入夏季，
日常饮水量随之增大。然而，最
近一段时间，多篇关于饮用水的
文章在网上流传，其中有文章称
纯净水会把人体内的微量元素
带到体外，造成软骨病，有文章
则称矿泉水中的矿物质盐会刺
激肾脏和膀胱，增加肾脏和膀胱
的负担。

那这些说法是危言耸听，
还是确有其事？自来水、纯净
水、矿物质水、矿泉水……面对
层出不穷的水产品，人们又该
如何选择？就此，记者采访了相
关专家。

水参与人体整个新陈
代谢的作用，远超过作为营
养素提供营养物质的作用

在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各
种各样的水产品。“有人说纯净
水好，有人说矿泉水好，有人说
喝自来水就行，到底它们之间

有什么区别，对身体有啥影响，
我也不是很清楚。”市民张先生
说，近几年，他们家基本上不喝
自来水了，不是直接购买桶装
水，就是购买小区里自助饮水
机上过滤后的纯净水。“时间一
长，我也担心这对健康带来不好
的影响。”

像张先生一样，很多人都听
说过喝纯净水、矿泉水等致病的
消息，“每次喝水都犯嘀咕，但愿
这些说法是假的。”

“可以说，网上流传的这种
文章都是危言耸听，是为博取眼
球，赚取流量的。”河北医科大学
第三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雷敏告
诉记者，无论是纯净水、矿泉水，
还是自来水，只要水质符合饮用
标准，就可以放心饮用。当然，
如果从营养学角度来说，天然矿
泉水没有经过人为加工，富含多
种天然矿物质，营养最丰富。

“饮食和饮水是人体摄入营
养物质的主要途径，但食物才是

营养元素的主要供应者。”雷敏
说，人体摄取的矿物质及微量元
素主要是通过食物，比如蔬菜、
水果、米饭、肉类等来获得，而并
非从饮水中获得。

至于水的作用，雷敏进一步
解释，水最主要的作用是一种载
体，一方面它在体内运输营养物
质，促进营养物质消化、吸收、代
谢，另一方面它会把人体内代谢
的废物运输排出体外，因此水参
与人体整个新陈代谢的作用，远
远超过了其作为营养素提供营
养物质的作用。

“充足补水远比‘选择饮用
水’要重要得多。”雷敏提醒大
家，正常成人每天适宜的饮水量
为1500~1700ml，根据季节以及
工种情况可以适当增加。同时，
水温要适中，饮水温度不能太热
也不能太凉，建议水温在37摄
氏度左右，与体温相当更为适
合。即便是夏季，也应尽量饮用
温水。

软骨病与喝什么水无
关，纯净水不会使体内微量
元素流失

软骨病，俗称佝偻病，其发
病原因有维生素D摄入不足、钙
含量过低或钙磷比例不当、日光
照射不足等。

“导致缺钙的最主要因素是
膳食钙摄入量不足，也与激素水
平、维生素D水平、阳光照射、运
动量等有一定关系。”雷敏说。

饮用纯净水到底会不会影
响体内微量元素的摄入呢？

“经过处理后的纯净水中人
体必需的钙、镁、钾、钠等矿物元
素肯定是显著减少了。”雷敏解
释，但是水中矿物元素的多少和
人体体内微量元素含量间的关
系并不大。

雷敏说，天然水中矿物质及
微量元素本来就是极其微量的，
水能为人体提供的矿物质和微

量元素大约也只占人体所需矿
物质和微量元素的1%。“人体吸
收微量元素的途径比较多，肉类
含有丰富的钙磷等微量元素，即
便纯净水滤掉了对人体有益的
部分微量元素，那通过其他食物
一样能够摄取。”

那长期饮用纯净水是否会
导致人体体内钙等微量元素的
流失呢？

“人体不是筛子，营养元素
更不是水一冲就没了。”雷敏解
释，人体微量元素的流失，和自
然条件、年龄、运动量、体质、激
素水平下降等因素有关，水在人
体内主要作用是促进人体新陈
代谢，不会引起营养的流失。

此外，对网传的“长期饮用
矿泉水，其中的矿物质盐会刺激
肾脏和膀胱，增加肾脏和膀胱的
负担”这一说法，雷敏也告诉记
者，矿泉水中含有矿物质元素，
但非常有限，适量饮用不可能对
人体器官造成负担。 （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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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谣 喝纯净水易得软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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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价格歧
视”闹得沸沸扬扬，而其
中成为公共事件的新闻，
是一些票务平台对消费
者区别定价。他们的价
格歧视能获益多少，这不
得而知，但在舆论上他们
输得一塌糊涂。

据说有些平台就在利
用掌握的大数据，对有钱
客户加价对待。别人打车
30块钱，他们可能要45元；
别人住星级酒店2800元，
偏偏他要3500元。平台软
件对消费者通常有黏性，
消费者很少比价，于是“杀
熟”出现。往往新用户买
半价票，而老用户只能买
八折票。这样的事情曝出
过多起。

我们不否认，平台软
件有自主定价权。但消费
者会不爽，这样的价格歧
视也许只是赚点小钱，却
要让招牌黯淡，让老客户
心寒。消费者也懂价格歧
视，但他们希望的是，通过
一点小举动，就能占到便
宜，而不是被当成冤大头
来宰。这纯粹是营销策略
的问题。

麦当劳“外卖套餐比堂
食贵”，或许让人不爽。但
相比于情绪上的不满，人们
花钱购买的行为，才能更真
实地反映态度。毕竟对大
多数人来说，点外卖看价格
并不复杂，划不划算自己会
评估，没必要完全和堂食的
客人相对比。

在网上代销草莓应子食
品只赚了0.1元，却因该食品
二氧化硫超标被罚款 6.5万
元，福建省永泰县玉井坊食品
有限公司为此付出惨重的代
价。7月下旬，记者从福建省
永泰县市场监管局获悉，这笔
罚款已入国库。

2018年11月22日，永泰
县市场监管局收到原福建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交办的
福建省永泰县玉井坊食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玉井坊)
涉嫌在网上销售不合格万家
果牌草莓应子食品线索，当即
立案调查。

经查，2018年1月，当事人
与福建省古田玉井坊食品有
限公司签订代销合同，在阿里
巴巴网店上代理销售对方生
产的食品，并以销售额的0.2%

提取抽成。2018年 10月 11
日，永泰玉井坊销售了一笔2.5
公斤万家果牌草莓应子(生产
日期2018年10月5日)，该食
品出售后被用于食品安全抽
样检验，经漳州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综合技术服务中心检验
为不合格食品。《检验报告》载
明检验结论：经抽样检验，二
氧化硫残留量项目不符合
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
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永泰
玉井坊申请复检，经福建省产
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检验，复检
结论仍为不合格。

永泰玉井坊向永泰县市
场监管局提交了其销售食品
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有关证
据，能如实说明不合格食品来
源，但当事人提交的不合格食

品出厂检验报告中的生产数
量和抽样数量不符合逻辑，经
向生产者所在地福建省古田
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函协
查，证实该出厂检验报告与生
产者提交的不合格食品出厂
检验报告不一致，由此可见永
泰玉井坊未严格履行法律规
定的进货查验义务。永泰玉
井坊销售的不合格万家果牌
草莓应子食品数量为 2.5公
斤，单价19.2元每公斤，货值
金额48元，按代销0.2%抽成仅
获利0.1元。永泰县市场监管
局认定，此案不符合移送追究
当事人刑事责任标准。

永泰县市场监管局认为，
永泰玉井坊销售的万家果牌
草莓应子二氧化硫残留量超
标，证明该不合格食品生产者
在生产过程中超限量使用添

加剂，以达到漂白和防腐的作
用。永泰玉井坊经营该不合
格食品，属于经营超限量使用
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违法行
为，违反《食品安全法》第三十
四条第(四)项规定“禁止生产
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
添加剂的食品”。由于永泰玉
井坊在销售食品时未严格履行
法律规定的进货查验义务，不
满足可以免予处罚的前提条
件，不属于可以免予处罚的情
形，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6月20日，永泰县市场监管
局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
十四条中“违法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
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的规定，没收永泰玉
井坊拟违法所得0.1元，罚款6.5
万元。 （中国消费者报）

最近网络中盛传一段视
频：在小龙虾、鱼类、贝类、螃
蟹等海鲜体内存在着多种寄
生虫……不少网友看后心惊
胆战：“以后还能不能愉快地
吃海鲜了？”对此，食品领域专
家表示，海鲜及其他水产品中
的确存在着寄生虫风险，淡水
水产生食、半生食风险很大；
但通过加热或低温杀菌处理，
就可以有效杀灭寄生虫。

视频里说的是不是真的？
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

播分会常委、果壳网科学顾问
钟凯博士专门通过微信公号
对视频内容逐一分析，第一幕
明明是一条蚂蟥而不是寄生
虫，钻进了死的小龙虾；第二
幕：鱼尾巴上的红色血丝俗称
“红线虫”，常见于鱼鳞下或鱼
尾里，专门攻击鱼，对人无害，
养殖鱼类的寄生虫相对少一
些；第三幕红色的肉块看上去
像是蛇，蛇、青蛙、牛蛙等两栖
爬行动物，寄生虫相对比较
多；第四幕通常贝类携带成虫

比较少，视频里面挑出来的半
透明的“虫”是贝类的消化器
官，不是所有贝壳都能找到；
第五幕螃蟹体内偶尔会有寄
生虫。

海鲜到底能不能吃？
业内专家普遍的观点是：

海鲜及其他水产品中的确存
在着寄生虫风险，但这是非常
普遍的情况，只要科学选购，
合理加工，消费者完全不必过
多担心。

吃海鲜应注意什么？

钟凯博士指出，海水寄生
虫的威胁远小于淡水寄生虫，淡
水水产生食、半生食风险很大，
千万别追求口感嫩；野生比家养
的更容易携带寄生虫，别迷信纯
天然；无论什么寄生虫都怕热，
烧熟煮透就是蛋白质，冷冻也可
以杀死寄生虫，-20摄氏度至少
24小时；处理水产需要生熟分
开，以免交叉污染；此外吃海鲜
刺身等生食时，不管蘸酒、醋、芥
末、辣油、蒜汁等，都不能杀死寄
生虫。 （北京晚报）

网售食品二氧化硫超标 商家被罚6.5万元

海鲜里有大量寄生虫？ 专家：煮透可保安全
■ 生活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