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各地先后出现进口冷链食品外
包装检出新冠病毒核酸的案例，多起本
土新增病例也与存放、转运进口冷链食
品的库房相关，不少人生怕自己一不小
心，就中了进口货品的“毒”。以冷链食
品为代表的进口货品防疫安全问题，引
发了一定的焦虑情绪，有许多消费者停
止购买进口货品。

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保障进
口货品安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近
期播出的央视《新闻调查》采访了多名
专业人士。其中，针对普通消费者最
关心的“进口食品能不能买”的问题，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
文宏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消费了无
数的海鲜，买了无数的东西，我只是看
概率，因为买了一件国外进来的东西
而被感染，到现在为止一例都没有发

生。当这个概率比空难还低的时候，
你自己决定。”

在这段表述中，张文宏并没有向
消费者直接提出建议，而是在提供相
关信息后，把决定权交到了消费者自
己手中。但是，我们不难读懂这番话
的“潜台词”：既然从疫情发生到现在，
没有任何一起进口货品在消费流通环
节导致感染的案例发生，那么在概率
意义上，食用进口冷链食品的安全是
有保证的。

正如张文宏所举的“空难”例子，
几乎所有乘坐飞机出行的人都知道空
难可能发生，也确实每年都有发生。
但由于空难发生的概率足够低，人们
不会因此放弃乘机，或是呼吁有关部
门禁止民航事业发展。想要降低空难
发生的概率，靠的只能是航空技术的

进步和对规范流程的严格遵守，而不
是控制航班总量。对于进口冷链食
品，普通消费者大可不必连逛超市都
逛得心惊胆战、草木皆兵。个人当然
有不消费进口冷链食品的自由，但如
果为此忧心忡忡，乃至形成群体恐慌，
恐怕不是正确的做法。

自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对疫情防
控工作高度重视，始终奉行精准抗疫、
科学抗疫的原则。所谓精准抗疫，就是
说抗疫手段的施行要合乎比例，如果为
了提高一点微不足道的安全系数，就采
取过激手段，无异于“重炮打蚊子”，只
会得不偿失。科学抗疫，意味着在任何
情况下都要以科学结论为准绳指导抗
疫工作。不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一些职
能部门，都切忌被一时的恐慌情绪牵着
鼻子走，自乱阵脚，作出“想当然”的非

理性行为。
疫情暴发之初，一些非理性的行为

让人记忆犹新。不论惊恐之下的疯狂抢
购物资，还是盲信“双黄连治新冠”等谣
言，又或者是无理歧视湖北籍人士，这些
都是对疫情过度焦虑的表现。这种心态
不仅会让普通人犯错，还可能导致某些
不合理的防疫政策贸然出台，由此造成
的次生性危害，无疑不容轻忽。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范
围内持续一年有余，疫情防控必然是一
场持久战。要打好这场持久战，我们既
不能自大轻敌，也不能盲动冒进。只有
平衡好安全与效率，将感染风险和社会
成本都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才能获得源
源不断的“后劲”。有时候，我们需要适
度紧张，也有一些时候，我们理应放宽
心态。 （中国网）

冷链食品能不能吃讲科学而不是想当然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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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健康

钙是构成人体骨骼和牙齿的主
要成分，在维持人体循环、呼吸、神
经、内分泌、消化、血液、肌肉、骨骼、
泌尿、免疫等各系统正常生理功能中
起重要调节作用。人体没有任何系
统的功能与钙无关，钙代谢平衡对于
维持生命和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缺钙只是老年人的问题吗？当
然不是。人的一生中，都需要预防钙
的缺乏。婴幼儿、青少年、孕期和哺
乳期等人的特殊时期更是如此。我
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碰到一些补钙的
问题，你做对了吗？

吃什么食物才能补钙呢？

乳制品、豆制品和绿叶蔬菜

乳制品：牛奶、酸奶、奶酪等奶
类食物都是补钙的上好食物。它
们的钙利用率高，吃起来方便，而
且含有维生素 D、乳糖、必需氨基
酸、酪蛋白磷肽等很多促进钙利用
的因子。

豆制品：卤水豆腐、石膏豆腐和
豆腐干、豆腐丝等豆制品都是钙和
镁的良好来源。不过在补钙方面，
豆浆完全比不上牛奶，豆浆的钙含
量只有牛奶的十分之一左右。此
外，内酯豆腐、酸浆豆腐的水分大，
其中没有加入石膏或卤水，钙镁含
量也相对较低。

绿叶蔬菜：吃蔬菜与骨骼健康有
关。不少人以为钙只存在于肉类食
品中，以为蔬菜里面只有膳食纤维和
维生素，与骨骼健康无关。实际上，
绿叶蔬菜中含有丰富的钙，是补钙的
好资源。同时，蔬菜中含有大量的
钾、镁元素，还可帮助维持酸碱平衡，
减少钙的流失。大量研究证实，绿叶
蔬菜中的维生素K是骨钙素的形成
要素，而骨钙素对钙沉积入骨骼中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小油菜、小白
菜、芥蓝、芹菜等，都是不可忽视的补
钙蔬菜。而且，因为钙不溶于水，所
以焯过的蔬菜仍然可以帮我们补钙。

此外，还有带骨头带壳的小鱼
小虾、芝麻酱之类也可以提供钙。
但它们在膳食中的食用量都比较
小，所以没有以上三类食物对钙的
贡献大。

棒骨汤、猪脚汤之类乳白色的汤
是不能补钙的。有实验证明，在高压
锅蒸煮两小时之后，骨髓里面的脂肪
纷纷浮出水面，但汤里面的钙仍是微
乎其微。如果想煮出骨头里面的钙，
就需要用大量的醋代替水来炖汤，但
是这个时候骨头汤的味道就让许多
人都难以接受了。相反，骨头汤里含
有大量脂肪，肥胖人群以及老年人不
宜饮用太多，否则会加重身体负担，
对健康造成威胁。

补钙并非越多越好

人体一次所能吸收利用的钙不
是无限的。超过500毫克时，利用率
会下降。同时，过多的钙也容易引起
胃肠道的不良反应，还可能造成血钙
水平不稳定。过多未吸收的钙在肠
道中还会与脂肪酸结合，容易引起便
秘。长期大剂量补钙可能增加肾结
石的风险。如果日常膳食的钙已经
达到800毫克以上，还要每天补1000
毫克以上的钙片的话，甚至会增加心
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合理的数量
很重要。

我国居民膳食钙摄入量大约
在 400毫 克 左 右 ，选 择 一 粒 中 含
300毫克左右的钙补充品，每天分
两 次 服 用 ，即 可 达 到 每 天 800～
1000毫克的总量，且不易引起不
良反应。

这些补钙问题你做对了吗？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消费了无数的海鲜，买了无数的

东西，我只是看概率，因为买了一件国外进来的东西而被感染，到现在为止一例都没有发生。当这个

概率比空难还低的时候，你自己决定。”

消费者在决定要购买酒时，无论什
么用途，心中都会有一个预算，这跟我
们去餐厅消费或者商店购物一样，每
个人心里都有一把消费额度的尺子，
这把尺子是大家所能承受的最高价
格。根据各种预算情况，有不同的选
酒策略。

预算300元左右 可以选择阿根廷、
智利、澳大利亚、南非等新世界国家的
酒。因为新世界国家大多采用现代化
生产设备，生产成本较低，他们出产的
葡萄酒可谓是物美价廉。据悉，法国这
样的旧世界国家的人力成本是新世界
人力成本的12倍。

零售价在100多元的新世界酒有
一些是经过橡木桶陈酿的品质较好的
酒，而用这个价格在旧世界寻找一款
同样品质的酒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如果不是为了图旧世界的名
气，按照酒的品质而论，卖低价酒非新
世界莫属。

预算300～600元 稍高预算可以选
一些新世界国家较为有名气的品牌属
下中端产品，或者少部分法国和意大利
等旧世界国家一般品牌葡萄酒。

预算600～1000元 选新世界酒的
话，可以选择名产区的名品牌高端产
品，而旧世界则可以选意大利、西班牙、
葡萄牙等部分名产区较有名气的产品，
法国波尔多部分列级酒庄和家族精品
酒庄，勃艮第和香槟的中等酒庄及法国
其他产区的名庄属下产品。

预算1000元以上 这样的预算通常
是特别的纪念日或者馈赠礼品的用途，
所以第一选择肯定是以产区的名气为
先——法国波尔多，然后是其他国家的
著名产区著名酒庄的旗舰产品。旧世
界由于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壤及酿酒
传统条件，令其一直垄断者世界上名贵

葡萄酒的出产。当有这样预算的时候
就可以考虑一些名庄酒了。

按照口感、喜好选择葡萄酒 除预
算外，不同人口感喜好选择葡萄酒也
是一个关键因素。中国疆土辽阔，各
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菜系和特点，不同
地区的人们具有不同的饮食口味，在
葡萄酒的世界里，没有品质优劣之分，
只有口感不同之分，可见，选对自己喜
欢的口感，在选择葡萄酒中是非常的
关键。

果香浓郁，酒体丰满 一般初入门
的人们或者是喝惯了高度白酒、烈酒
的人都会喜欢这类型的酒。这些酒
就像热情奔放的女郎，讨人喜欢。而
来自新世界的多个国家所出产的酒
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澳大利亚、美
国、智利、阿根廷等产区气候越炎热，
越能出产果香浓郁、甜美醇稠、酒体
强劲丰满的酒。

酒质细腻优雅 某些喜欢清淡口感
或者资深葡萄酒爱好者会特别喜欢香
气层次丰富但并不喷薄而出、酒体结构
细腻优雅的酒。这些酒就像富有修养
的气质美女，只有懂得欣赏的人才会倾
心不已。一般这种类型的酒多产自旧
世界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
葡萄牙等，这些产区气候凉爽，日照时
间长，出产的酒香层次多样，清雅脱俗，
单宁精致柔美。

甜美明快 初入门者或者女性特别
偏爱口感甜美的酒，这些酒犹如青春活
力的小女孩，惹人疼爱。可以选择出产
甜酒的著名国家，例如德国、奥地利、加
拿大等国家的甜型葡萄酒或者冰酒。

要挑选葡萄酒，还有很多方法，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总之，对葡
萄酒越是认识和了解，就越容易找到自
己需求的酒。 （报摘）

选购葡萄酒攻略

根据预算挑选葡萄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