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传的“小龙虾身后事分类
图”让不少人在发出灵魂之问：
“美味诱人的小龙虾，你到底是
什么垃圾啊？”之后默默地取消
了小龙虾的外卖下单；而“三伏
天不能喝冷饮，要喝热水逼寒
气”的说法又让一些人放下了冰
镇啤酒的瓶子。

为了揭示这些现象，记者采
访了相关专家，一一击碎谣言，
还你一个美好的夏天。

谣言一
龙虾肉是湿垃圾，龙虾

头是干垃圾

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但
自从全国多地陆续进入垃圾分
类“强制时代”，而网上又传出一
张“小龙虾身后事分类图”后，小
龙虾爱好者们却再也不敢毫无
顾忌地大快朵颐了。该分类图
称：整只小龙虾是湿垃圾，去黄
的龙虾头就是干垃圾；龙虾肉、
龙虾黄是湿垃圾，龙虾壳又是干
垃圾。

不少网友表示，吃小龙虾一
时爽，但吃完后垃圾分类愁断
肠，还是不吃了吧。其实，扔个
小龙虾并没有图上写得那么复
杂，这个图是错的。

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通过
微信公众号回应说，小龙虾、龙
虾壳、龙虾头、龙虾黄、龙虾肉全
部属于湿垃圾。

2019年4月出台的《上海市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中也明
确指出：水产及其加工食品（鱼、

鱼鳞、虾、虾壳、鱿鱼）都属于湿
垃圾。

“区分干湿垃圾并不难，干
垃圾就是指可焚烧的垃圾，湿垃
圾就是易腐烂、好粉碎、可堆肥
的垃圾。上述分类图中将小龙
虾壳归为干垃圾有点想当然，其
实它是比较容易腐烂、粉碎的，
所以属于湿垃圾。”中国农业大
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
教授朱毅解释说。

如果你还是分不清手上的
垃圾是什么类型，记住上海官方
推荐的垃圾分类“一招鲜”：可回
收物记材质——玻、金、塑、纸、
衣；有害垃圾记口诀——药（要）
油（有）电灯；湿垃圾记原则——
易腐烂、易粉碎；其余都是干垃
圾。

谣言二
三伏天不能吃冷饮，要

喝热水逼寒气

蝉声起，夏正浓，三伏天的
酷热似乎只能靠冷饮续命。但
网上流传的一则健康提示却指
出：三伏天要拒绝一切冰镇饮
料，否则会使寒气入侵不能排
出。要坚持在伏天喝热水，这样
才会把深入骨髓的寒气逼出来，
这叫冬病夏治。

乍一听有些道理，但事实真
的是这样吗？

医生提醒，关于三伏天“不
要喝冰镇饮料、吃冰镇食物”的
说法，有些过于绝对。事实上，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存在完全

忌讳冷饮的问题，适当吃一些冷
饮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北京老年医院中医科主任
医师李方玲对媒体表示：“夏季
里温度高，人热得受不了，此时
食用适量冷饮，既可解暑，又令
人觉得舒服，未尝不可。”

但朱毅也指出，天很热的时
候猛喝冰水，会造成血管迅速收
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
加剧，会引起血压波动，尤其有
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要格外注
意。对于年轻人来说，三伏天大
吃冰淇淋、喝冰饮料，可能会导
致突发性头痛。而且吃太多冰
凉的食物也会引起肠胃痉挛、拉
肚子等。“因此我们不鼓励在三
伏天不加节制地用冷饮解暑。”
她说。

但是喝热水能逼出寒气的
理论，中医里也没有记载。“虽说
伏天不宜贪凉，但三伏天通过喝
热水就能把体内多年深入骨髓
的寒气逼出来，这种说法有点夸
张，并没有科学依据。中医提倡
的养生之道在于一年四季的坚
持，改善体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情。”在朱毅看来，夏天喝热水一
般适用感冒需要排汗的人，但饮
用过热的水也会对消化道黏膜
造成损伤，天热时还是少量多次
喝温开水为宜。

谣言三
著名生物学家研究出

抗寒蚊子

夏天最恼人的除了高温还

有蚊子。人们对这种讨厌的生
物唯恐避之不及，但最近一张抗
寒蚊子问世的报道截图却让网
友惊掉了下巴。该报道称：我国
著名生物学家李教授苦心钻研
30余年，成功培育出了抗寒蚊
子。这种蚊子冬天也能出来咬
人，填补了我国冬天没有蚊子的
空白……文章来源还标注了权
威媒体，但文章的描述让人感觉
匪夷所思。有网友戏称：“我们
冬天并不需要蚊子啊，这个空白
还是不填补为好。”

经记者查阅，该文章来源处
标注的权威媒体根本没有进行
过相关报道，这其实是一个故事
老旧且充满塑料感的无稽之
谈。该段子最早出现在2014年，
此后版本不断迭代。

事实上，上述谣言中一眼能
识破的漏洞并不少。比如，权威
媒体报道中不可能出现“我国著
名生物学家李教授”这种不符
合规范的称呼。而且从科学常
识来说，冬天出现蚊子并非稀
奇事，专家早就作过科普。蚊
子在气温15℃~16℃的环境下
生命力依然很强。即便是冬
天，如果室内温度较高，也能唤
醒蛰伏的蚊子。

谣言四
中国人体内出现转基

因作物中常见基因

近日，很多微信群都在传播
一篇文章——《英国研究：中国
人体内已出现转基因作物中常

见的基因，请当心下一代》。据
此，一些点击量10万加的微信
公众号文章信誓旦旦地写道：
“这是转基因武器对中国人的危
害的又一证明。”

事实真是这样吗？并非如
此。这实际是用有关转基因的
钓鱼文和谣言文拼凑而成，为
非转基因食品杂货店站台的广
告文。

该文称，英国学术期刊《雪
莱遗传学通讯》发表了一篇文章
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来自
德国泰斯特罗莎医学中心的遗
传学家维克多?斯坦因教授，目
前在中国进行一项国际基因组
学研究计划……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
研究所研究员林敏表示，其实并
没有《雪莱遗传学通讯》这本英
国学术期刊，所谓的泰斯特罗莎
医学中心也为杜撰。

该文章还称：“经过基因改
造的食物，几乎均含有SCoAL基
因”“SCoAL会在人体内合成化
学物质丁二酸，这种化学物质具
有较强的酸性和腐蚀性，进入眼
中可能致盲。”

然而，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
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
师姜韬指出，SCoAL这个基因名
称是炮制的。

“而且丁二酸，又名琥珀
酸。含有琥珀酸的营养补充食
品是食品添加剂及膳食补充剂，
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为食用安全。所有生物都会
产生丁二酸。”林敏说。

（科技日报）

首都食品安全

07 消费警示
2019年8月16日 星期五 责编星期五 责编：：张乔生 版式张乔生 版式：：纪磊纪磊 E-mailE-mail：：tougao_cfs365@163.com

7月谣言 专挑热点话题下手

□吉蕾蕾

十几元一只的烤鸭是激素鸭、小
龙虾生活在污水里、可乐能把整条鱼
“溶解”、醋蛋液包治百病……这些语
不惊人死不休的“健康提示”，时不时
就会出现在亲友群、朋友圈里，给不少
消费者造成困扰。而只有让科学、理
性、真实、权威的声音，跑赢伪科学占
领朋友圈的速度，才能有效减弱、遏制
食品谣言的传播和危害。

在我国，每天有243万家餐厅开
门营业，13万家食品生产企业开工运
转，价值310亿元的食品上架销售。食
品安全谣言问题已然不仅是社会问
题，还是经济问题，对食品企业、行业
带来的危害更不可小觑。前两年福建
发生“塑料紫菜”谣言，就给整个紫菜
加工行业造成了近亿元损失。

虽说谣言止于智者，但食品安全
领域天然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
面，消费者缺乏专业知识，常常抱以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另
一方面，有关部门、经营主体和科学家
的反应回击谣言速度也没能跟上信息
社会步伐。更为夸张的是，随着短视
频传播的兴起，食品安全谣言出现了

方式视觉化、传播路径社交化等很多
新特点。一些食品谣言以极具视觉冲
击力的视频形式传播，比文字谣言更
具蛊惑力。

值得肯定的是，这几年，相关部门
大力开展食品安全领域谣言治理，取
得了显著成效。不过，要破解食品安
全谣言，仍需多方协同发力，形成社会
共治。

首先，应该加强食品安全领域正
面信息传播，积极披露与食品安全相
关的监管信息和可靠信息。同时，通
过搭建媒体平台，加大对食品安全科
普知识的宣讲力度。

其次，要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建立网络食品安全谣
言监测、筛选、确认以及处置机制，形
成能够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及时辟谣
的闭环系统。

根据现阶段食品安全谣言传播特
点，在辟谣同时更需要建立常态化的
科普辟谣工作机制。食品企业、相关
高校、专业机构应建立合作机制，广泛
交流信息，通过拍摄科普宣传片、短视
频等方式，实现食品安全辟谣内容的
多媒体传播，以更加直观生动的形式
向公众普及知识，服务好广大消费者。

商标是商户信誉的重要体现，代表着商
品或者服务的品质，对于商户来说商标是重
要的无形资产。对于自身已经形成较高知
名度的品牌或者即将投入使用的品牌，品牌
所有人应该第一时间为其申请注册相关商
品或者服务的商标，避免他人抢注或者山寨
品牌可能带来的麻烦，构建好保护自身合法
权益的首道屏障。

据媒体报道，最近知名短视频博主敬汉
卿遇到了麻烦事，自己使用了22年的名字
竟被他人注册了商标，自己反而可能不能使
用了。一家公司告知他，“敬汉卿”三个字已
被该公司注册为商标，敬汉卿本人无法再使
用此名字作为平台账号名称，登陆自己的微
信公众号也会收到平台的侵权投诉通知。

多年前，国内一些知名商标在境外遭恶
意抢注事件发生过不少，涉及餐饮、家电、服
装、文化等多个领域。涉事企业要么花天价
购买这些商标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要么放弃
在商标注册地开展商业活动，对品牌国际化
发展造成了影响。

目前国内恶意抢注商标的势头正在向
明星名字、网红艺名、知名自媒体名称等领
域蔓延。知名短视频博主Papi酱就曾在
2017年因申请注册的“Papi酱”系列商标与
其他商标构成近似，而被商标评审委员会驳
回其注册申请。现实中知名商标一旦被恶

意抢注，多数商标正主都会陷入两难的境
地，要么自己直接改名，要么购买已经注册
的商标，但无论是哪一种选择，背后都面临
着巨大的经济损失。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商标注册以在先申请
为一般性原则，但是对恶意抢注商标的申请人
资格缺少必要的限制，这让一些人从中看到了
商机——相关侵权诉讼之路过于漫长，很多人
疲于应付诉讼，最终还是会选择花钱息事宁人。
花很少的钱就能注册一个热门商标，然后再高
价卖出，低成本高回报的生意何乐而不为？

商标是商户信誉的重要体现，代表着商
品或者服务的品质，对于商户来说商标是重
要的无形资产。对于自身已经形成较高知
名度的品牌或者即将投入使用的品牌，品牌
所有人应该第一时间为其申请注册相关商
品或者服务的商标，避免他人抢注或者山寨
品牌可能带来的麻烦，构建好保护自身合法
权益的首道屏障。

面对职业商标注册人日渐专业化、规模
化的操作模式，也给相关职能部门提了个
醒，商标的注册、审核机制仍有待完善，对典
型恶意申请人、申请类型、申请操作，有必要
做好备案登记，建立黑名单制度。对认定具
有频繁、主观恶意的申请人和商标从严、从
紧给予审查，将可能存在的违法侵权行为扼
杀在萌芽阶段。 （工人日报）

别让食品谣言毁了“整锅汤” “互联网+”商标保护别大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