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源性疾病成为我国头号食品安全问题

卫生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重点实验室的抽样调查表明，食
源性疾病是目前我国头号食品
安全问题。抽样显示，调查人群
的食源性疾病发病次数为

0.157

次每人每年，即每
6

人中有
1

人在
过去一年中曾发生食源性疾病。

在此间举行的
2013

年中国生
态学学会年会“生态健康与人居
环境”论坛上，卫生部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重点实验室专家介绍，这

次调查的抽样监测覆盖了
2010

年
全国总人口的

1％

。而食源性疾病
的发病高峰季节在夏季， 急性胃
肠炎是最主要的临床症状。

食源性疾病是指通过摄食而
进入人体的有毒有害物质（包括
生物性病原体） 等致病因子所造
成的疾病。研究指出

,

我国妇女和
0－4

岁儿童的食源性疾病发病率
更高；老年人发病率低，但一旦发
生疾病，有可能会出现并发症、后

遗症。

研究报告也对公众食源性
疾病发病后滥用抗生素的情况
表示担忧。这份调查显示，

49.7％

的病例服用抗生素。研究人员表
示，这将造成耐药菌的日益增加
以及使用抗生素可能引起并发
症。因此，相关部门需要进一步
调查影响医生处方和抗生素使
用的各种因素，促进我国人群抗
生素的合理使用。 （甘泉）

螃蟹吃不完该怎么放

秋季是螃蟹大量上市的季节，

众所周知，螃蟹越新鲜越好吃。但亲
朋好友拜访送来的螃蟹一次吃不
完，该怎么存放最好呢？

据养殖螃蟹的蟹农介绍，“有的
人会觉得螃蟹生长在水里， 因此拿
回家就要放在水里养着， 其实家里
的水是死水，里面缺氧，容易把螃蟹
闷死， 比较好的方式是把螃蟹的脚
捆起来以减少螃蟹体力消耗， 然后
用湿毛巾盖住，放到冰箱冷藏室里，

3℃

至
6℃

为佳，不过也不要放太久，

因为时间越长，螃蟹消耗越大，口感

就不够肥美了。”

由于螃蟹容易死， 有不少人会
把买回家的螃蟹一次性都蒸熟煮
透。这样的熟螃蟹该如何保存呢？美
食专家建议可以先用保鲜膜盖好，

放在阴凉通风处，可以保鲜
6

小时至
8

小时。想长时间存放熟螃蟹，比如
过夜保存， 则要把螃蟹放到冷冻室
里。 但直接冷冻容易让熟螃蟹流失
水分、变得很干不好吃，冻的时候可
以连着煮螃蟹的汤一块冻起来，能
更好地保持螃蟹的鲜味。

（孙季）

松茸炒丝瓜

丝瓜刮去皮切斜刀块、松茸削去根
部硬的部分，洗净切片，蒜头去皮切片；

锅内倒入植物油，等油热时，放入蒜片
小火煸香； 放入松茸片煸炒至变软；放
入丝瓜大火煸炒几分钟， 加少许水和
盐，炒至丝瓜呈透明状，淋少许水淀粉
勾薄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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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厂未出世已有年份酒

莫 让 白 酒 玩“穿 越 ”

“年份酒”是白酒市场的新贵。然而，很
多酒厂“酒窖未出世，年份已久远”———江苏
省宿迁市洋河镇御缘酿酒厂成立

11

年，已出
20

年陈酿；四川泸州老酒酒业有限公司成立
16

年，已推出泸州
39

年珍品；贵州省仁怀市
茅台镇茅山酒业有限公司成立

30

年，已推出
茅台镇百年纯粮酒……

我们见过一些生产厂家在商品生产日
期上玩猫腻。为“延长”商品保质期，厂家会
把生产日期“往后推”，结果有消费者发现，

商品都快用完了，还没到“生产日期”。“年份
酒”正好相反，生产日期拼命“往前推”，为的
是提高身价。 君不见， 一瓶

50

年茅台售价
33800

元， 一瓶
50

年五粮液售价
25888

元，一
瓶

30

年剑南春售价
6500

元……只要沾上一
点“古老”气息，白酒售价立马上涨。

酿酒是一门传统工艺， 因其本身附着
文化的传统，所以“古老的年份”常常会被
商家开发为营销的噱头。白酒本没有“年份
酒”概念，只因黄酒、葡萄酒等标以“年份”

的酒，酒龄越高价格越高，利润也越大，从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一些商家将“年份酒”

概念移植到白酒业。然而，我国葡萄酒、黄
酒的国家标准对年份酒有明确规定， 而白
酒的年份标准却是空白。因为标准缺乏，所
以号称

50

年的陈年白酒， 里面真正
50

年的
基酒放了一勺还是一滴，还是根本没加，谁
也说不清楚。

刚刚经历了塑化剂风波， 如今又陷入
“年份酒”漩涡，白酒业的监管真空到底有多
少，监管部门应该反思一下了。现在，必须重
拳出击，才能降一降中国白酒业的“虚火”。

具体到“年份酒”，现在造假已是普遍性的存
在，由于标准缺乏，即使想追究厂家涉嫌虚

假宣传， 也没有相应的检测方法作为依据，

酒到底是多少年陈的、陈酿含量是多少也很
难确认。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投机取巧、以
次充好等造假情况势必继续存在，而回归诚
信经营，仅仅指望酒厂的道德自律，显然是
不够的。

白酒酿制是传统工艺，年份标记应当纳
入质量管理体系。 挤一挤白酒年龄的水分，

必须给它们可信的“身份证”，这一切都有待
于监管部门的发力。无论如何，不能再让白
酒业继续玩那些欺骗市场和消费者的“穿越
年份”游戏了。

物料成本不足4元北京卖27元

星巴克暴利引热议

“我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
巴克的路上。”曾经被视为小资
生活方式之一的星巴克昨日被
央视痛批， 称在全球范围内对
比，中国售价最贵，成本不足

4

元的中杯“拿铁咖啡”，在北京
卖

27

块一杯， 比伦敦贵将近
3

块， 比印度孟买则贵了几乎一
倍。与之相应的是，星巴克在中
国的利润率远远高于欧美市
场。

现象： 一杯拿铁物料成本
不足

4

元
央视记者在报道中称，对

比北京、伦敦、纽约、孟买的星
巴克一款

354

毫升拿铁咖啡的
价格，北京最贵

27

元，孟买的最
便宜，只有人民币

14.6

元，在伦
敦和芝加哥的售价分别合人民
币
24.25

元和
19.98

元。 此外，星
巴克出售的由中国制造的马克
杯，加上关税及运输成本之后，

在美国市场的售价却仍旧低于
其在中国本土市场上的销售价
格。 上海咖啡专业委员会会长
王振东表示， 一杯中杯拿铁咖
啡的物料成本不足

4

元。

根据星巴克的报表， 中国
及亚太大区的利润达到

32%

，

美洲大区的利润为
21.1%

，而
欧洲中东及非洲大区的利润率
只有

1.9%

。 星巴克
CEO

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 中国市
场是高利润率市场， 并透露将
把中国市场作为在美国外的第
二大市场。

回应： 定价需考虑多重因
素

对央视提出的质疑， 星巴
克给出了书面声明， 称定价是
基于原料设备、 员工福利等多
重因素考虑， 造成了星巴克在

全球门店的价格差异大。 而在
中国的高利润率则因为其在中
国直营门店的数量比较少，合
资店只计入利润， 不计入之前
投入的成本， 因此显得利润较
高。 记者昨日联系到星巴克公
关负责人，截至发稿时，尚未收
到其关于此事件的进一步说
明。

议论： 竞争行业定价不宜
仅拿成本说事

尽管批的是高价与暴利，

但这次央视的报道却并没有引
来一边倒的喝彩， 一些大

V

与
部分网友驳斥报道缺乏财务学
常识。

IBM

全球商业服务部大
中华区企业转型咨询总监陈果
在其实名认证微博上发表观
点，“毛利高不仅由售价高决
定，也可能是人工成本等原因。

至于定价和利润关系， 除供需
关系外，还取决于存货周转，据
我观察， 中国星巴克的翻台率
远低于美国， 很多人一泡就是
几小时， 可能也是价格高的原
因。”经济学者、北京市政协委
员马光远在其实名认证微博上
表态说，针对一个竞争性行业，

定价问题不宜简单拿成本来说
事。

实际上， 整个咖啡店行业
的价格，近年来都算不上亲民。

在
COSTA

、太平洋咖啡、

SPR

等
星巴克对手店里， 中杯咖啡的
价格都不会比星巴克更便宜。

别说摩卡， 即便是制作最简单
普通的美式咖啡， 也基本没有
25

元以下一杯的。 想每天买一
杯咖啡找找休闲的感觉， 在北
京， 真成了需要掂量掂量再做
决定的事。

（肖丹）

板栗虽味美 消化不良者别多吃

民间常有“八月的梨子，九月的
楂，十月的板栗笑哈哈”的说法，秋
季正是吃板栗的好时节。 然而栗子
虽味美，却不适宜多吃。专家提醒，

脾胃虚寒者、消化不良者、患有糖尿
病者在吃栗子时一定要掌握好量，

不宜多吃。

在干果界， 栗子素有“干果之
王”的美称，其营养价值十分出众。

研究显示，栗子对高血压、冠心病、

动脉粥样硬化等具有较好的食疗作
用，还是很好的补肾食品。此外，秋
冬是高血压的高发季节， 而栗子中

含有丰富的钾， 对平稳血压可以起
到一定的帮助。

不过，栗子可不能多吃，生吃太
多不易消化，熟吃太多容易滞气，一
次别超过

10

颗， 而且最好在两餐之
间当成零食吃， 吃完要相应减少主
食的量。由于栗子的热量较高，糖炒
栗子的含糖量更高， 糖尿病患者在
吃栗子时更要注意， 以免影响血糖
的稳定。此外，栗子无论是生吃还是
熟吃，都需要细细咀嚼，以达到更好
的补益效果。

（霍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