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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的存放习惯不仅不
利于食物保鲜，还会使细菌大
量繁殖，偷走你的健康。下面
这些使用习惯，会让冰箱细菌
翻倍：

剩菜直接放冰箱

把饭菜直接装在盘子里
塞入冰箱，空间不够就一层层
摞盘子撂碗，不但会导致食物
串味，还容易使饭菜洒出来，
为细菌滋生提供条件。

正确做法：剩饭菜最好分
别放在有盖的保鲜盒里，容量以
食物占据1/2以上容积为好。

蔬菜直接放入果蔬盒

蔬菜放在冷藏室里可以
保持鲜嫩，但如果买回后直接
放入果蔬盒，水分就会蒸发，
表面皱缩、菜叶萎蔫，且不同
品种蔬菜上的微生物会交叉
污染。

正确做法：给每一种蔬菜
包两层软纸，再分别放入塑料
袋，扎口要松。

肉类重复解冻

冷冻室中的食品一旦拿
到室温环境下接触空气，处于
休眠状态下的细菌就开始大
量繁殖。即使重新放入冷冻
室，细菌繁衍速度减慢，但总
量已经增多，且营养和风味也
会受损。

正确做法：在冷冻前先将
肉类切成适当的大小，分别装
袋冷冻，用时取出一块，解冻
后就吃完。

拆封的食物不封口

未喝完的牛奶、未吃完的
调味酱等，如果不封口、不盖
盖子就直接放入冰箱，存在较
大的交叉污染风险，加速食物
氧化和变质。

正确做法：袋装牛奶最好
挤掉空气后，在开口处折三
折。保存不超过24小时，饮用
前要加热杀菌。橙汁等饮料开
封后盖严再冷藏，一般不能超
过48小时。

很多人以为，陈皮就是橘
子皮，吃橘子剥下来的皮晾干
就能代替陈皮。中医专家提
醒，这是个误区，陈皮吃不对
反伤身。

从安全性讲，陈皮和橘皮
虽然“母体”都是橘子，但作为
中药来讲的“陈皮”属于药物，
需要严格按照药品标准生产，
其生产过程中会剔除农残等

有害物质，保证食用安全性。
而普通橘皮晒干虽然看起来
和陈皮没啥两样，但其表面有
农药残留，一般的水洗很难将
这些有害物质去除干净，直接
食用可能对身体有害。

从有效性讲，陈皮对储藏
环境要求较高，一般存储时间
为3年以上，药用价值比较好。
家庭达不到储藏陈皮的条件，

存储时间不够的橘皮，烈性
大、味道酸苦，不适宜直接食
用，而且鲜橘皮含挥发性芳香
油较多，会刺激肠胃，有效性
难以保证。

因此，不要将橘皮当陈
皮食用。陈皮最好从正规药
店购买。日常生活中，每次可
取 2克—3克陈皮代茶饮，缓
解消化不良引起的恶心、泛酸

等症状；怀孕早期孕吐严重的
孕妇，可根据体质，在医生指
导下经常闻一闻陈皮，或少量
服用陈皮制作的食物。

陈皮虽是药食同源之品，
但属于理气药，辛温香燥。因
此，气虚体燥、阴虚燥咳、吐血
及内有实热者慎服。

杨萌

泡腾片口服令人窒息
高锰酸钾烧坏消化道

误服药
危害大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称，广东佛山一
名女童在奶奶不注意的情况下，误服了
放在桌上的降压药，后因未及时送医，孩
子在误服药两个多小时后经抢救无效不
幸离世。

上述悲剧不是个例，医院急诊中因
误服药来就诊最多的人群便是一老一
小。

有研究显示，导致儿童中毒的事件
中，79.2%都是因误服药物所致。例如，
一女童误服了妈妈随手放在床上的高锰
酸钾片，导致口腔黏膜灼伤溃烂，被紧急
送往医院，治疗两个月才康复。

老年人群因服用药物多，加上记忆
力、认知能力下降，也容易误服药物。曾
有一位患慢阻肺的老人，睡前不小心将
用于吸入的噻托溴铵粉胶囊当成口服药
吃了下去，半夜紧急通过微信向药师求
助。幸好老人反应迅速，经过药师指导后
并未出现不良反应。

在众多药物中，彩色包衣的药物、味
道较甜的糖浆剂和蜜丸、外用药片、特殊
剂型药物（如需要溶解后服用的泡腾片、
用于吸入的干粉胶囊）等是最容易被误
服的。

尤其是儿童吃药困难时，常有家长
把吃药说成是吃糖果来哄孩子，还有大
人当着孩子面吃药，这些都容易引起幼
儿模仿，从而增加误服药物的风险。从家
庭药箱管理角度来说，随手乱放药物、内
服药和外用药不加区分等做法，也容易
导致药物误服。

一旦误服药物，危害将是各种各样
的。比如误服降压药可使血压急剧下降，
甚至引发循环衰竭导致死亡；

误服外用的高锰酸钾片，其强烈的
腐蚀性会让人的口腔黏膜出现烧灼性刺
激，损害咽喉和消化道，甚至出现消化道
出血、器官坏死等；

泡腾片直接口服后会迅速吸收口腔
内水分，溶解后在咽喉处产生大量二氧
化碳气体，导致局部刺激和窒息。

避免误服药物要从多方面加以注
意。家里有小孩的，家庭药箱的管理首先
应记住的关键字是：高而远。高高在上，
让孩子不容易拿到；药柜加锁，远离孩子
视线。家长还应注意，不要在两次服药期
间，将药物随手放于床头、餐桌、背包等
孩子容易接触到的地方。

家庭药箱的药品需要分门别类存
放：内服药和外用药分开，儿童用药和成
人用药分开；一些特殊剂型的药物需单
独贴标签警示，比如泡腾片、外用药等；
供吸入的胶囊要和吸入装置放一起；服
用药物过多的老年人，建议使用七日药
盒来放置每日所需的口服药物，每周整
理充实一次药盒里的药物即可。另外，还
需要注意药品的有效期，每季度整理一
次药箱，将过期药品清除。

邓体瑛

为什么你家冰箱总是“臭”的
有的细菌在-20℃条件下仍可存活一年

不少家庭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每每打
开冰箱，总有一股怪味扑面而来……甚至
一些蔬果的保存期，也比以往更短了。明明
冰箱内的食物都是新鲜的，为什么会有异
味？冰箱里的异味究竟来源于哪儿？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
院副教授范志红，教你几招清除冰箱异味，
还你一个清新洁净的冰箱。

储存美味的冰箱，为什么
会散发莫名的臭味？其实你闻
到的异味，大概来自于它们：

食物本身的味道

每种食物都有自己的味
道。有的食物气味会比较浓
郁，如：蒜薹、榴莲、洋葱、腊肠
等。这些气味会在冰箱里保持
一段时间，不容易散去。

细菌代谢

冰箱里的细菌只是长得

慢，并不是不生长了。
全球卫生理事协会调研

的《家庭卫生报告》中指出：中
国 46%的家庭冰箱内部细菌
超标，包括大肠杆菌、沙门氏
菌和李氏杆菌等，定时清洁非
常重要。

细菌代谢产生气体，比如
硫化氢甲基胺等。冰箱的异味
就来源于他们。

这些细菌产生的气体不
仅难闻，吃了被它们污染的食
物，还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威

胁。
生食中存在李斯特菌等

细菌。李斯特菌生存能力强，
在 0℃—4℃冷藏环境下仍能
存活，甚至在-20℃下仍能生
存一年。

李斯特菌主要以食物为
传染媒介，肉、蛋、禽、奶及海
产品等均可成为其感染源，在
土壤、水源甚至动物粪便中也
能找到它的身影。

李斯特菌的侵袭能力也
很强，轻则引起腹泻，严重时

甚至会危及生命。

食物腐败变质

食物在冰箱里存放时间
长了就会变质。在变质的过程
中，食物同样会释放一些有异
味的气体。

如豆腐会影响含氧化合
物变化，在腐败期释放高含量
胺类气体。青菜会影响醇类、
胺类物质的变化，释放的气体
味道更大。

冰箱的异味到底来自哪里

4种使用习惯加重冰箱异味

橘皮不能当陈皮用

定期清理冰箱不仅是
为了清除异味，也是为健
康安全着想。正确使用冰
箱要注意七点：

1.冰箱应定期除霜清
洗，保持清洁。关注冰箱
温度，尽量保持在 4℃以
下。

2.为防止食物串味，
应用保鲜袋或保鲜膜等
将食物裹紧之后再放入
冰箱保存。

3.生熟分开。肉类在放
入冷冻层之前最好先切成
几份，每次按份拿取；熟食、
剩饭、剩菜等放于冰箱上
层，果蔬类食品最好放下
层。

4.化冻过程中微生物
会迅速繁殖，解冻过一次
的肉类不宜再放回冰箱，
建议吃多少解冻多少。

5.肉类烹调前应彻底
解冻，并充分煮熟，以消
灭潜在的微生物。

6.不同位置储存不同

食物。不怕冻的豆制品、
奶类、剩饭菜可放得靠里
些。蔬菜、水果等怕冻食
品可放得靠外一些。冰箱
开门的部分温度最高，适
合放不易坏食品，比如鸡
蛋、奶酪、鱼干、虾皮、海
米等。

7.尽量做到随买随吃，
不要囤放太多食物。处理食
物前后、进食前、上厕所后
清洗双手。

小贴士：
清洁冰箱时，要先断

电，将食物全部取出，用干
净的抹布或湿巾清洁，尽
量不要用消毒液清洗，以
免造成二次污染。及时清
理冰箱中的剩饭剩菜，尤
其是剩余饭菜多时，长时
间放置不但滋生微生物，
营养价值也会大幅下降。
冰箱门的胶条很容易被菜
汁等污染，建议拿棉签蘸
取酒精进行擦拭。

据《生命时报》

七招清除异味，避免李斯特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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