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以及
本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和
相应的抽检细则，市市场监管局
组织抽检了餐饮食品，粮食加工
品，调味品，糖果制品，蛋制品，
方便食品，乳制品，食品添加剂，
豆制品，速冻食品，水果制品，食
用油、油脂及其制品，冷冻饮品，
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食糖，食
用农产品，肉制品，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饮料，蔬菜制品，糕
点，淀粉及淀粉制品，薯类和膨
化食品，饼干24类食品1270批
次样品。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及国家有关规定检验和判定，
其中合格样品1254批次，不合
格样品16批次。

一、总体情况
餐饮食品88批次，全部合

格；粮食加工品42批次，全部合
格；调味品25批次，全部合格；
糖果制品25批次，全部合格；蛋
制品20批次，全部合格；方便食
品16批次，全部合格；乳制品14
批次，全部合格；食品添加剂11
批次，全部合格；豆制品11批
次，全部合格；速冻食品8批次，
全部合格；水果制品7批次，全
部合格；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9批次，全部合格；冷冻饮品5批

次，全部合格；可可及焙烤咖啡
产品3批次，全部合格；食糖1批
次，全部合格；食用农产品449
批次，其中合格样品443批次，
不合格样品6批次；肉制品110
批次，其中合格样品108批次，
不合格样品2批次；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98批次，其中合格样
品97批次，不合格样品1批次；
饮料92批次，其中合格样品90
批次，不合格样品2批次；蔬菜
制品71批次，其中合格样品70
批次，不合格样品1批次；糕点
62批次，其中合格样品61批次，
不合格样品1批次；淀粉及淀粉
制品43批次，其中合格样品42
批次，不合格样品1批次；薯类
和膨化食品35批次，其中合格
样品34批次，不合格样品1批
次；饼干25批次，其中合格样品
24批次，不合格样品1批次。

二、不合格样品情况
1.标称洛阳市日盛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北京高宝才商店
经营的绿豆糕，脱氢乙酸及其
钠盐（以脱氢乙酸计）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机构为
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2.北京辛庆怀菜店经营的
油菜，毒死蜱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检验机构为中国检验

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
3.北京太平海发水产品有

限公司经营的黑头鱼，氧氟沙
星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检验
机构为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和
风险评估中心（北京市食品检
验所）。

4.北京郭金明蔬菜商店经
营的豆芽，4-氯苯氧乙酸钠
（以4-氯苯氧乙酸计）不符合
国家相关规定。检验机构为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
合检测中心。

5.北京鑫隆四季商贸有限
公司经营，鲤鱼中地西泮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河鲈鱼
中恩诺沙星、磺胺类（总量）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
机构为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
院综合检测中心。

6.北京达紫商贸中心经营
的芹菜，甲拌磷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检验机构为中国
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
中心。

7.标称北京二商肉类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北京京顺
美廉美超市有限公司仁和超市
经营，酱香肘子中菌落总数、大
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香卤猪头肉中菌落总数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
机构为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
检验中心。经属地市场监管部
门核实，不合格样品均为流通
环节储存不当导致。

8.标称天津什福来食品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嘉源五孔桥
农副产品市场粮油区肖华荣
经营的红薯生粉，菌落总数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
验机构为北京市食品安全监
控和风险评估中心（北京市食
品检验所）。

9.标称山东世纪万得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北京京诺福源
食品经营部经营的开心果，大
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检验机构为北京市食品安
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心（北京
市食品检验所）。

10.标称山东中融东一食品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北京超市
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超市发安
定门店经营的滚蛋薯片（原味
风味），经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
和风险评估中心（北京市食品
检验所）检验发现酸价（以脂肪
计）（KOH）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超市发安定门店对检
测结果提出异议，并申请复检；

经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复检后，维持初检结论。

11.标称山东初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分别由北京多
乐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的
初饮原味酸奶饮品，北京御膳
天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营的
初饮草莓味酸奶饮品，经北京
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检验发
现蛋白质均不符合产品明示标
准。山东初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对两次检测结果均提出异
议，并申请复检；经中国检验检
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复
检后，均维持初检结论。

12.北京福杨味轩餐饮管理
中心经营的干黄花菜，二氧化
硫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检验机构为谱尼测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3.标称莒县和旺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北京天缘恒昌销售
中心经营的蛋黄小饼，霉菌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
机构为国家副食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

针对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我局已要
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市场
监管部门依法调查处理，涉及外
埠的已通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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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警示

不知不觉又入冬啦，大街上
过往着穿起薄羽绒服的行人，路
边干果炒货店仿佛一下温暖人心
了起来，嘎嘣脆的冬枣~糯糯绵的
板栗~进嘴里，一颗接着一颗停不
下来。其实,冬枣和栗子，都不是
热量“善茬”。

《本草纲目》记载：“大枣味甘，
无毒，安中养脾，平胃气，通九窍。”
因此，大枣因集药用、保健、食用等
于一体，而成为果中珍品。在日常
生活中，也可处处看到枣们的身影
（补血、补铁、补气），冬枣是维生素
C的“无冕之王”。100g鲜冬枣的
维生素C含量在300mg左右，约为
柑橘的10倍，梨的50倍，苹果的70
多倍。一颗鲜冬枣的重量约为15g
左右，可食部为87%，那三颗鲜冬
枣就可以提供约100mg的维生素
C，而正常成年人VC推荐摄入量
为100mg/天。当然，除了维生素
C，冬枣还有其他的“营养武器”，比
如枣黄酮、环磷酸腺苷、三萜类化
合物等植物化合物，这些活性成分
可以在抗氧化、延缓衰老、提高免
疫力、抗癌、抗疲劳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但冬枣也并不是那么的“天
使”，首先，冬枣的热量不低，如果
把冬枣当水果来加餐，最好每天
别超过100g，大概也就是正常大

小6～7颗左右，同时应关注血糖
的变化；其次，冬枣膳食纤维含量
高于其他常见的水果（葡萄、苹果
等），容易引起腹胀等消化道不
适；最后，冬枣果皮又脆又薄，咀
嚼的时候很难充分嚼碎，往往把
处于边缘锋利的果皮（或果核）吞
入消化道中，容易引起胃部病变
的疼痛或不适，甚至生命危险。

对于栗子来说，1把栗子（偏
大点约为10个左右，可食部110g
左右）的热量和碳水约为 1碗
200g的熟米饭相当，不及食堂里
打的“二两饭”多。由于栗子中的
蛋白质、脂肪含量略高于米饭，且
有较多不被小肠吸收的低聚糖和
抗性淀粉，所以GI指数（升糖指
数）要低于米饭，对需要控制血糖
的人会友好一些。但另一方面，
这些不被吸收的膳食纤维会容易
使人感到腹胀，所以消化功能不
好的人群要注意少吃，尤其注意
避免吃生板栗，同时，尽量选择吃
热乎的熟板栗，用板栗来炖肉也
是不错的选择。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告
诉大家，冬天到了，身上那些无法
无理由7天退货的“冬膘”，或许，
能在这一口口的嘎嘣脆和傻糯甜
中，找到些许答案。

（北青报）

冬枣栗子虽好 但不能多食！

关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的公告（2020年第51期）

发现结节不立即切除就
会癌变？复方板蓝根能有效
抵抗新冠病毒？得了类风湿
性关节炎就绝对不能运动？
不久前，北京市科协等机构
发布的“科学流言”榜，回应
了相关谣言。近年来，类似
榜单每次发布都会引发社会
关注，既说明公众渴望得到
权威的科普知识，也折射出
一些“科学流言”传播较广的
现实。

移动互联时代，信息触
手可及，传播速度加快。在
这种背景下，一些专业人士
认为不靠谱、难以产生影响
的“科学流言”，如果不及时
予以澄清，很可能引发难以
预料的后果。例如，网络曾
经谣传的“蛆橘事件”“打针
西瓜”，导致一些地方的优质
农产品滞销；有的“致癌提
醒”“民间偏方”，让一些老年
人误入养生歧途。面对层出
不穷、不断变换花样的流言，
及时精准的辟谣十分必要。
与此同时，如何主动出击、更
有效抵御“科学流言”，也成
为当代科普工作亟待破解的
课题。

假借科学之名的流言时

常出现，一定程度上是因为
权威声音缺位。的确，公众
对与自身相关的卫生健康、
食品安全、气候环境等信息
比较敏感，一旦遇到困惑，如
果没有及时、权威的信息，不
少人会“宁可信其有”。有的
人出于关心把不实信息转发
给亲朋好友，无形中助推了
流言的传播。在一些领域，
科普供给与人们需求之间存
在着差距。其中一个原因也
在于，传统科普在内容选择、
表达方式等方面还存在改进
空间。就此而言，转变科普
理念，多从公众需求出发，让
及时权威的声音抵达更多
人，才能让科学跑在流言前
面。例如，气象部门在预告
天气信息之外，还时常解答
老百姓冷暖关切，赢得了好
评与认可。

提高对“科学流言”的免
疫力，培养科学素养是关
键。许多披着科学外衣的流
言，虽然不时夹杂着专业术
语，甚至煞有介事地引用科
学期刊，但只要稍加思考判
断，并不难发现其破绽。比
如，一些网文喜欢用“绝对”
“最”“百分百”等字眼，论证

也往往似是而非；搞移花接
木之术，把一些尚无定论的
意见作为“知识”传播。这
些，都违背了基本的科学逻
辑、表达规范。据调查，近年
来，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养
比例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
但科学精神培育相对缓慢。
提高科普质量，既介绍具体
知识，又传播科学思维，努力
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全社会
抵御“科学流言”的根基才会
更稳固。

“科学流言”的传播，有
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难
以完全禁绝。面向未来，科
普工作任重道远，仍须久久
为功。大力发展科普产业，
健全完善引导全社会参与科
普的机制，有助于凝聚合力、
弥补传统机构力量的不足，
快速响应公众科普期待，更
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年龄
阶段人群的科普需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不少专业
人士在自媒体平台及时答疑
释惑，帮助大家理性认识病
毒、科学防疫。当科普渠道日
益多元、科普产品更趋丰富，
我们定能筑起更为立体的抵
御“科学流言”的屏障。

以科普抵御“科学流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