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
康

2 0 2 0

年1 2

月1 4

日

星
期
一

责
任
编
辑

吴

艳

责
任
校
对

冯
春
玲

技
术
编
辑

刘
艳
苹

健
康
热
线
：31 5 56 7 9

13

健康谣言
别中招

2020 年，农业农村部监管司加强了对农产
品质量安全相关谣言的传播监测与风险防控。截
至 11 月底，共监测到相关谣言 54 种（同类合并
后），内容主要涉及三种类型：一是农产品容易沾
染病毒，吃了会感染；二是食用某些农产品可以
预防（治疗）新冠肺炎；三是部分“激素”类谣言老
谣新炒。

综合上述谣言的危害程度、传播情况，经专
家研判、院士点评，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标
准研究中心与科学辟谣平台联合发布了《2020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十大谣言》。

1.华南海鲜市场供货商忏悔书？

谣言概述：2020年2月，一篇题为《华南海鲜
市场供货商的忏悔书！曝光巨大黑幕！》的涉疫
情文章突然爆红网络，文章以华南海鲜市场所
谓市场经营户的口吻爆料市场内存在大量水产
品质量安全问题。

传播热度：★★★★★
真相解读：据统计，这篇粗制滥造的谣言

帖，收获了千万次的阅读量，一些人对其中渲染
的水产经营乱象深表担忧，甚至连水产品都不
敢吃了。经确认，谣言中的所谓“事发地”和“当
事人”均和华南海鲜市场没有任何关系。

事实上，2016年端午前后网络中即出现类
似传言，当时所谓的忏悔人是“宁波余姚人徐翠
芹”。据查，当时宁波余姚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
内相关市场进行了检查，并未发现网传情况，且
当地市场并未查到叫“徐翠芹”的经营户。本次
谣言蹭疫情热度蓄意“张冠李戴”“老谣新炒”，
公安机关已及时出手，一举揪出该谣言背后的

“网络水军”团伙。

2.樱桃大个全靠膨大剂？

谣言概述：2020年6月，网传一段关于大樱
桃的视频，视频中说，市面上的大樱桃99%都使
用了膨大剂，大樱桃使用膨大剂后果实增大、果
核无仁、早熟（可提前约半个月上市）。

传播热度：★★★★☆
真相解读：樱桃的果实大小与品种有关。目

前，我国的大樱桃品种平均单果重大多在6克至
12克，一些品种的最大果重均在13克以上，谣言
视频所说的“12克、13克是大樱桃的果实生长极
限”并不成立。

目前，我国露地樱桃园均不使用膨大剂，只
有个别大棚樱桃园使用膨大剂，以提高坐果率，
增大果实。需要说明的是，膨大剂不是催熟剂，
其作用是促进细胞分裂，进而增大果实，而不是
促进果实成熟。樱桃园使用的膨大剂都是微毒
或低毒的，不会给消费者健康带来风险。

3.我们吃的是“假大米”？

谣言概述：2020年2月，一条《“塑料大米”的
制作过程，我们吃的是“假大米”》的视频在社交
平台上疯传。

传播热度：★★★★
真相解读：“塑料大米”是近几年的“老谣

言”，已被多次辟谣。视频中播放的是制作塑料
颗粒的过程，并不是在制作假大米。

4.让钟南山院士哭泣的速生鸡？

谣言概述：2020 年初，微博、微信及多家短
视频平台中多次出现关于“速生鸡”的视频。上
述视频多在标题中冠以钟南山院士的名字进行
传播。

传播热度：★★★★☆
真相解读：本次谣言传播所用视频系 2012

年 12 月 18 日央视新闻直播间内容，部分自媒
体账号在传播中有意删减了新闻的头尾，并冠
以诸如《刚刚钟南山最新发布消息！鸡肉！鸡
肉！难怪病痛越来越多！》《钟南山：“速生鸡”！
难怪得病的百姓越来越多！》等类似耸人听闻
的标题。实际上，视频内容与钟南山院士并无
任何关系。部分消费者对肉鸡的生长速度还停
留在传统土鸡生长速度的认知阶段，因此对现
代肉鸡 40 天能长到 1.5 公斤—2.5 公斤的事实
难以置信。

98%的黄瓜都用了药？

大个樱桃全靠膨大剂？

墨绿的菠菜因施肥过量？

5.黄瓜刺儿多都是用了药？

谣言概述：2020年中旬，网络传言98%的
黄瓜都是用了药，黄瓜尖儿有突起就是打药
的，黄瓜刺儿多且密集就是用了激素。

传播热度：★★★★☆
真相解读：黄瓜尖儿有突起现象的确可

能是使用了植物生长调节剂。消费者应正确
认识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作用和风险。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
验室（杭州）对黄瓜中的2，4-滴和氯吡脲残留
进行了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其慢性膳食暴露
量分别在安全参考剂量的 0.146%和 0.005%
以下。因此，食用施用过2，4-滴或氯吡脲的黄
瓜是安全的。此外，黄瓜果实带刺的现象，长
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黄瓜新鲜程度的一个外
观表征，但黄瓜果实是否带刺、带刺多少，主
要取决于黄瓜的品种特性，与植物生长调节
剂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6.瓜蒂突起的西瓜是催熟的？

谣言概述：2020 年，网络中多次流传“市
售西瓜是催熟的”“瓜蒂突起的西瓜就是用药
了”的说法。

传播热度：★★★★
真相解读：当前，市售西瓜绝大多数是自

然成熟，设施、地域等栽培调控可实现西瓜周
年自然成熟上市。自然成熟的西瓜甜，催熟西
瓜酸，因此，无催熟的必要性。西瓜的外形、瓜
蒂是否突起属于西瓜品种特征形态，除少量
受发育中各种条件影响的畸形外，正常的西
瓜都有其品种特征形态。将个别畸形西瓜说
成普遍现象，并通过网络广为传播，是误导消
费者的行为。

7.水果发甜因为打了甜蜜素？

谣言概述：2020年6月，一段声称“水果发
甜因为打了甜蜜素”“无籽葡萄蘸了避孕药”的
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

传播热度：★★★
真相解读：经分析，上述视频系 2016年前

后“柑橘打甜蜜素”“避孕药葡萄”两段谣言视
频拼接而成。造谣者将两段视频前后拼接，模
糊时间和地点信息，并在视频结尾插入煽动性
语言，形成了恶性传播。

事实上，在种植环节给水果“打甜蜜素”，
这种操作基本不可能，因为甜蜜素是水溶性
的，几乎不溶于有机溶剂，这使得它很难穿透
水果表皮的蜡质层。现在，很多水果吃起来确
实比过去要甜了，这是一代一代农业科技人员
选育的结果。

由于植物体内缺乏相应的受体以及信号
途径，作为动物激素的避孕药无法被植物识别
和起效，也就根本无法给植物“避孕”。

8.湖北农产品感染“新冠病毒”？

谣言概述：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有关湖
北农产品安全性的质疑很多，甚至有传言称

“湖北大米不能吃了”，茶叶、柑橘也先后中招。
3月初，《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湖北农产品存在
大量滞销情况，一些消费者担心来自湖北的农
产品会携带病毒而不敢购买。

传播热度：★★★☆
真相解读：新冠肺炎并非食源性疾病，无

论是湖北农产品，还是其他食品本身都不是新
冠肺炎病毒的携带者或是传染源。和大多数病
毒一样，新冠病毒也是需要借助宿主才能复制
和自我繁殖的。农产品本身并不能成为新冠病
毒的主要宿主。

9.皮红肉青的番茄是打药所致？

谣言概述：2020年6月，网络传言称：西红
柿囊肉分离是打药了，颜色泛红但较硬也是打
药的。

传播热度：★★★☆
真相解读：“囊肉分离”“皮红肉青”反映的

是番茄的成熟度，不是食品安全问题，未完全
成熟的番茄才出现“囊肉分离”“皮红肉青”的
现象。番茄果实有果皮薄、含汁液多、怕挤压的
特点，如果采摘完全成熟的番茄，在运输过程
中内部组织变软，就容易破裂。为了保证一定
的货架期，长途运输的番茄一般在未成熟时采
摘，成熟度低，青的部分较多。

10.墨绿的菠菜全因施肥过量？

谣言概述：2020年，有网民发帖称“近期买
到的菠菜绿得发黑，不敢吃，是不是化肥施多
了”。

传播热度：★★☆
真相解读：对绿叶菜来说，叶子绿得发黑

才是营养价值高的状态。绿叶颜色越深说明叶
绿素越多，合成的养分越多，营养价值越高。菠
菜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种的蔬菜，耐寒性很强，
有春菠菜、夏菠菜、秋菠菜和冬菠菜。冬菠菜
是在入冬之前播种，冬天休眠，春天收获的。
为了提高它的抗冻性，菠菜休眠之前的确要
施肥补营养，但这是帮助菠菜越冬所必需的
措施，其效果就是让叶绿素含量增加，叶片充
分肥大，加强光合作用，以便菠菜积累营养。植
物和人一样，“身体强壮”才能抵抗严寒。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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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车险
可出各种车辆保险，代理人保、太平洋、中

华、国任、华泰等多家车辆保险业务，价格优惠，
兼办验车服务。电话（微信）：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