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

本报讯 中国消费者协会
日前在京召开新闻通报会，发
布《2019年100个城市消费者
满意度测评报告》。测评结果
显示，2019年全国100个城市
消费者满意度测评综合得分为
77.02分，总体处于良好水平。

据介绍，2019年度消费者
满意度指标体系由3个一级指
标、16个二级指标和24个三级
指标组成，100个测评城市主要
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
列市和部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较高的城市。本次测评主要
采取统计学、社会学意义上的
实地拦访调查，由中消协组织
第三方专业调查机构于2019年
8月至12月在全国100个被测
评城市同步开展，共计回收64,
754个有效样本。

测评结果显示，2019年
100个城市消费者满意度综合
得分为 77.02分，相比于 2018
年70个城市消费者满意度综
合得分提升3.34分。3个一级
指标中，“消费环境”得分为
79.08分，“消费供给”得分为
78.46分；“消费维权”得分为
70.86分，排名连续三年垫底。
测评结果表明，2019年度城市
消费者满意度总体水平良好，
但仍有较大改进空间；消费者
对消费维权的满意度相对较
低，消费维权难题亟待破解，
消费执法、消费宣传、交易安
全和权益维护成为消费者期
待加强的主要方面；消费者满
意度地区间差异明显，除个别
城市外，东部和南部城市、经
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得分明

显高于中西部及经济发展一
般的城市；城市满意度综合得
分排名总体稳定，多数城市得
分有所增长，城市排名区间内
有所波动；常州、杭州、青岛、
厦门、上海等城市消费者满意
度综合得分排名靠前。

中消协秘书长朱剑桥指
出，城市消费者满意度测评工
作自从2017年开始，对比三年
测评结果来看，消费者满意度
综合得分稳中有升，总体处于
良好水平，但消费环境和消费
维权短板效应仍然突出，加大
消费维权力量供给能力，提升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效能，依
然是各城市需要关注的重
点。朱剑桥表示，今后中消协
城市消费者满意度测评项目
将稳定在100个城市，同时鼓

励各地结合实际开展相关调
查评价工作，帮助更多城市补
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促进城
市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为进
一步做好消费者满意度提升
工作，结合连续三年开展满意
度测评结果，中消协建议各地
政府及有关部门：一是全力保
障消费供给提质升级，保安
全、保供应、保质量，稳步提升
公众消费信心；二是统筹推进
放心消费环境建设，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和动力，助力消费升
级提质增速；三是强化消费领
域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探索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沟通参与
机制，为消费维权提供有力支
撑；四是创新消费执法和宣传
手段,增强经营者的认同感和
消费者的获得感，确保市场秩

序运行合理有序；五是深挖相
关数据信息价值，为消费者满
意度提升提供决策支撑；六是
优化消费维权路径选择，按照
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加强消
费维权顶层设计，发挥好消协
组织平台作用，构建消费者权
益保护共治体系，共建共享消
费友好型社会。

下一阶段，中消协将分批
次向被测评城市通报城市具
体测评结果，并组织地方消协
通过专家评议、消费者调研、
大数据分析等方式，对进一步
提升本地被测评城市消费者
满意度进行深入研究，为地方
政府推进放心消费环境建设、
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机
制、提升消费者满意度提供全
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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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警示

疫情之下，防治、防护物资供
不应求，一些不法人员便打起了
歪主意，就连原本卖假冒品牌化
妆品的商贩也临时“转行”，想借
机大捞一笔。北京市公安局通
报，截至3月10日，北京警方共破
获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防治、防护
产品物资案件19起，刑拘53人，
查扣假冒伪劣口罩、防护服、护目
镜等防治、防护产品、物资45万余
个（件）。从这些侦破的案件来分
析，网络销售平台成为了售假“重
灾区”。

2月8日，警方接群众举报称，
有人在网上售卖假口罩、防护服、
护目镜等防治、防护产品、物资。
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会同怀柔
分局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于
2月11日在庙城镇成功端掉涉案
团伙用于存放伪劣防治、防护产品
物资的窝点，现场查获一次性“三
无”口罩9900余个、防护服9400余
套、防护镜2900余个。

让专案组意外的是，民警在该
窝点检查时，现场还囤放着9000
余套名牌化妆品，但这些身价不菲
的“大牌”化妆品却摆放凌乱、做工
粗糙。后经相关品牌公司认定，这
些都是假冒产品。

专案组兵分两路，于2月29
日在北京、海南两地同时收网，相
继抓获周某某（男，42岁）、高某
（男、32岁）和赵某（女、43岁）三名
涉案人员。在审讯中，涉案人员
交代，他们原本是销售假冒伪劣
化妆品的，疫情发生后“转行”销
售伪劣防治、防护产品、物资。目
前，周某某等三人因涉嫌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被怀柔警方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进一步
侦办中。

北京警方提示，在购买相关防
治、防护物资时，应通过正规渠道
购买，避免上当受骗，一旦发现生
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犯罪
行为，及时拨打110或环食药旅总
队公开举报电话 010-83061992，
向公安机关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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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铃薯变绿和马铃薯有毒有
什么关系？

马铃薯植株和块茎中含有一
种有毒的总糖苷生物碱（TGC），国内
常称为龙葵素、茄碱、马铃薯素等。
龙葵素含量越低，马铃薯品质越好。

马铃薯中的龙葵素和叶绿素
含量与其贮藏时间、温度以及光照
条件密切相关。延长贮藏时间及
光照均能促进马铃薯中龙葵素和
叶绿素的快速合成，龙葵素与叶绿
素的合成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生物
合成过程，但是二者的含量呈现正
相关。

马铃薯在贮藏过程中变绿，是因
为马铃薯内的淀粉形成体转化成叶
绿体，而叶绿体产生叶绿素使块茎呈
现绿色。因为马铃薯中龙葵素和叶
绿素的含量呈正相关，所以变绿的马
铃薯中龙葵素含量也会升高。

马铃薯变绿可以作为龙葵素含
量升高的指示剂。

2.食用发芽变绿的马铃薯中毒
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龙葵素是一种有毒性的生物碱，
在通常的情况下，马铃薯中龙葵素含
量比较低，不会引起中毒。马铃薯中
龙葵素含量安全标准为20mg／100
g，一般成熟的马铃薯中，含量为7一
10mg／I00g，食用是安全的。

当马铃薯变绿或发芽时，就会产
生大量的龙葵素，含量可达到通常情
况下的 10-20倍，最高可增至 500
mg／l00g，一旦超过安全标准，容易
引起食物中毒。龙葵素的致毒机理
是抑制体内的胆碱酯酶的活性。胆
碱酯酶催化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的水
解，生成胆碱和乙酸，该酶被抑制失
活后，造成乙酰胆碱的积累，胆碱会
使神经兴奋增强，引起胃肠肌肉痉挛
等一系列中毒症状。

3.食用多少发芽变绿的马铃薯
才会中毒呢？

临床观察发现，龙葵素中毒的潜

伏期为2-20小时，一般症状为胃肠
道失调如：呕吐、腹泻及剧烈的腹痛
等；严重者有神经系统症状，包括冷
漠、意识不清、视力模糊等。

龙葵素对人的中毒量为 2～
5mg／kg。致死量为3～6mg／kg，且
中毒可能与个体的身体健康状况有
关，对龙葵素吸收的敏感程度可能存
在较大的个体差异，有些实验者服用
1mg／kg龙葵素就可产生中毒症状。

4.生活中究竟能否食用变绿的
马铃薯？

在临床上出现过很多的食用变
绿马铃薯中毒的病例。有研究发现，
食用发绿、发芽马铃薯引起龙葵素中
毒的患者病例多发生在春季，约占
90％。原因是春季潮湿温暖，马铃薯
保管不好，易引起发芽。加强马铃薯
的存放保管，防止马铃薯变绿发芽是
预防龙葵素中毒的根本保证。

因此，变绿的马铃薯最好不要
食用。

1.味精和呈味核苷酸二钠
味精：以淀粉质、糖质为原料，经

微生物（谷氨酸棒杆菌等）发酵，提
取、中和、结晶精制而成的谷氨酸钠
含量等于或大于99.0%、具有特殊鲜
味的白色结晶或粉末。

增鲜味精：在谷氨酸钠中，定量
添加了核苷酸二钠等增鲜剂，其鲜味
度超过混合前的谷氨酸钠（味精）。

呈味核苷酸二钠：以淀粉、糖质
为原料，经发酵法或酶解法制得5'-
肌苷酸二钠和5'-鸟苷酸二钠，再经
加工制得的食品添加剂5′-呈味核
苷酸二钠（又名呈味核苷酸二钠）。

味精和呈味核苷酸二钠都属于
食品添加剂，功能为增味剂。

2.味精和呈味核苷酸二钠的协

同效应
食物天然具有鲜味主要是因为

其中含有呈味核苷酸和谷氨酸。比
如动物性食物（如牛肉、猪肉、鸡），甲
壳类和软体类原料（如龙虾、鲍鱼、乌
贼等）以及所有蔬菜、干蘑菇类均含
有天然核苷酸，海带中含有谷氨酸。

虽然呈味核苷酸和谷氨酸的钠
盐都具有鲜味，但呈味核苷酸二钠只
有很弱的鲜味，谷氨酸钠的鲜味很
强，一旦呈味核苷酸二钠与谷氨酸钠
一起使用会使鲜味明显地增强，达到
相乘的效果。

两者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使用
可使鲜味倍增的特性，也是复合味精
的制作原理。根据味的相乘作用，有
数据表明，谷氨酸钠与呈味核苷酸以

10：1的比例混合，鲜味可以增至5
倍，即使按照100：1的比例混合，鲜
味也可以增至2倍。

由于呈味核苷酸的生产成本较高，
因此市场上的复合味精大多是在常用
味精中添加2%-3%的呈味核苷酸。

3.结论
相比谷氨酸钠，呈味核苷酸只有

较弱的鲜味，但少量与味精混合可达
到鲜味倍增的效果。而谷氨酸钠（味
精）因为生产成本低，技术成熟，仍然
是用量最大的增鲜剂。 二者均属于
天然鲜味呈味物质的钠盐，在适量食
用的情况下对身体健康均没有危
害。民间流传的食用味精会危害身
体健康，很大一部分是个别生产厂家
为了提高销量的歪曲宣传。

味精吃多了对身体有害吗？

变绿马铃薯还能不能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