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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果门”催生果汁消费
三大疑问

本周， 多家国产果汁巨头一道卷入
“烂果门”， 让社会各界再度关注果汁的
食品安全问题。 尽管目前国家食药监局
仍在部署安徽、 江苏和山东等地食药监
部门紧急调查事件， 但是果汁领域的诸
多疑问，还是让消费者感到忐忑。

疑问一：削去腐烂部分能榨出好果汁吗？

资料显示， 病原微生物侵入水果会
造成其局部溃烂。 腐烂过程中产生的有
害、有毒物质，肉眼是看不见的。 这些有
害、 有毒物质在食用后会对健康产生不
利影响，这意味着削去腐烂部分再榨汁，

仍会存在安全隐患。

不过，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
系蒋卓勤教授对记者说， 一般来说水果
若腐烂的会产生发酵甚至是酸腐的味
道，但若加进酸甜味，腐烂的味道将会被
掩盖得难以察觉。“糖精和柠檬酸是两种
最常见的用于果汁调色和调味的物质。”

本次被媒体暗访的安徽砀山是国内
出名的“梨都”，年产酥梨

15

亿斤左右，

占全国梨子产量的八分之一。 在今年
3

月，曾有学者在学术期刊撰文指“砀山酥
梨”冷库贮藏的腐烂率一般在

7%~10%

，

其中由病原菌引起的腐烂是最主要的原
因。

但是又该如何杀菌令其符合果汁的
卫生标准？ 蒋卓勤指“这是很容易的事
情”。记者了解到，果汁企业可以用“热杀
菌”和“冷杀菌”技术进行杀菌。

疑问二：果汁是否真的
100%

纯果汁？

昨日， 记者在海珠区一家永旺超市
看到， 货架上有来自中外的五六种果汁
产品。 其中，标示“果汁含量

100%

”的产
品， 配料表一般会写使用的是某种浓缩
果汁和水；如果是“果汁饮料”，配料表上
还会有糖、糖浆、食品添加剂（如维生素
C

、柠檬酸、食用香精）。

根据我国的规定， 果汁饮料的果汁
含量不少于

10%

，而果汁（浆）严格意义
是指

100%

果汁含量的产品， 不得同时
使用食糖和酸味剂调整其风味。

不过， 有业内人士指出，“

100%

”存
在检测上的困难， 包括在高价果汁中如
果掺入廉价果汁， 例如在苹果汁里加入
梨汁、葡萄汁，将是比较难检测出来。 此
外， 如果果汁再加入水和糖增加果汁体
积，也是难以检测的。

蒋卓勤说， 要分辨果汁是否真正天
然，可以和自己榨的果汁进行对比。 “一
般来说， 你会发现自己榨的果汁并没有
那么‘好喝’，也不会那么甜。 ”

疑问三：餐饮渠道的果汁有啥猫儿腻？

事实上，比起烂水果，“香精果汁”同
样让人不省心。昨日，记者在淘宝上搜索
“香橙香精”、“玉米香精”，可以搜索到大
量结果。一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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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的香橙香精叫价
29

元，只要按照
0.1%~0.5%

的比例添加，就
可以炮制出浓郁的香橙香气， 而实际上
要榨一杯纯橙汁需要用

3

只
~4

只橙子，

两者的成本可相差
8

倍
~10

倍。

记者了解到，

2010

年国家食药监局
曾对外征求《餐饮服务单位现榨饮料管
理办法》的意见。 按照其建议，餐馆中形
形色色不实的“现榨”玉米汁、橙汁都被
纳入监管范围， 一旦餐馆在饮料中放添
加剂装作“现榨”最重可被吊销许可证。

根据这份管理办法， 现榨饮料果蔬
还必须是新鲜、无腐烂、无霉变、无虫蛀、

无破损等，采用浓浆、浓缩汁、果蔬粉调
配而成的饮料，不得声称为现榨饮料，也
不得使用非食品原料， 不得使用食品添
加剂。

不过，有关规定在征求意见后，并未
传来进一步的消息。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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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源海升下属公司停产

业内人士:“瞎果”是普遍现象

业内“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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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果”并不代表就是腐烂的水果，但显
然品质不高。 前述报道指出，“瞎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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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一斤。果汁厂收购这些品质不高的水果榨成
果汁或是浓缩果汁，是为节约成本。

中国品牌研究院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员
朱丹蓬对记者表示，其实，这是行业内的一
个比较普遍的情况， 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

“特别是反季节的一些水果， 更容易出现这
种情况。比如你要在非橙子高产的季节生产
橙汁，就可想而知了。 ”

朱丹蓬称，生产果汁的企业会控制一个

不合格原料的比例，比如说不能超过
2%

，但
具体要看厂家的品牌影响力及其他因素。一
般来说，小厂家的危险非常大，大厂家相对
会好一些。

一位在国内某知名果汁企业工作过
的人士告诉记者，“瞎果”的存在是个普遍
现象。 “收购环节很难控制得好，尤其是反
季水果， 需要保鲜冷冻成块后再进行加
工，如果第一步就有烂果子混入，后期很
难发现。 ”

中研普华研究员邱明亮对记者表示，

果汁生产从初级农产品加工成可在超市
出售的标准产品，这个过程很复杂，客观
讲出现这样的情况无法避免，关键是如何
控制在一个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限度之
内。

他表示， 原料水果肯定会有腐烂的情
况， 但企业在生产之前会有各种处理程序。

“关键要看生产成产品之后的检测结果是否
达到要求，因为不管用什么样的水果生产出
来的产品， 最后的检测标准都是一定的，不
会随便改变。 ” （据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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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几家大型果汁企业的电话忽然变得很忙。

这缘于在网络上迅速流传的一则关于“瞎果”的新闻。文中称，

安德利果汁 （

02218

，

HK

）、 汇源果汁（

01886

，

HK

）、 海升果汁
（

00359

，

HK

）均从果农手中收购行内所称的“瞎果”，即由于各种
原因腐烂变质、或未成熟之前就跌落的水果。 有业内人士对《每日
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收购“瞎果”恐怕已为业内“潜规则”。

砀山两家企业
遭停产
� �

上述报道中提到的三家企业均为在港上市
企业，消息发出当天，安德利停牌，汇源果汁盘
中跌逾

7%

，收盘跌
5%

，海升果汁平盘。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监
管局）紧急开展调查，其新闻稿显示，针对媒体
报道安徽省砀山县、江苏省丰县、山东省平邑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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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果汁饮料生产企业涉嫌使用腐烂“瞎果”

加工果汁的问题，监管局经初步调查发现，山东
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自

2012

年
12

月以来一
直未生产果汁。 徐州安德利果蔬汁有限公司当
日未生产，现场未发现原料水果。

安徽省砀山县更是动作迅速。 虽然安徽砀
山海升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汇源集团皖北
果业有限公司现场未发现有腐烂水果存货，但
砀山县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已责令两家公司停产
自查并对产品进行抽检。

砀山县一位宣传部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
闻》记者，已对两家公司的产品进行了抽样，所
抽样品送交国家法定检验机构检验， 目前抽检
结果仍未出来。但他发给记者一份资料显示，原
料输入企业之前，由于装卸、转运等原因，的确
存在部分果子局部腐烂情况。 因此企业制订了
种种制度， 对进厂的原料果品采购和质量进行
控制。 具体程序为：进入果槽的原料，要通过净
水冲洗，人工筛选，腐烂果人工去除的程序。

其中，对腐烂果的处理，海升采取“腐烂面
积大于原料表面积

1/3

的扔入烂果口，小面积腐
烂部分削除”的做法；汇源则制订了“进入厂内
原料车首先由验级员验收， 不良果率

≥

3%

拒收（不良果指病虫害和腐烂果、流
胶果、机械损伤果、过熟果）”的
标准，两个企业的烂果率内控标
准均为不高于

1%

，浓缩果
汁中棒曲霉素的含量不高
于

50ppb

（欧盟标准）。

汇源否认使用“变质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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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就“瞎果”一事向
汇源果汁求证，其声明称：经核查，公司不存
在使用变质水果加工果汁的情况。

汇源表示，公司在收购水果时坚持经过
五道关：向果农宣教水果管理知识和收购
标准———派员实地考察———进厂检验称
重———二道清洗、 二道喷淋———分拣筛
选，确保进入生产线的水果质量合格。 水
果加工坚持经过六道关：冷破碎、压榨、过
滤、灭菌、灌装、检验，然后才可用于果汁

加工。 果汁加工过程中还要层层把关，内
外抽检合格后才能进入市场。 因此，产品
质量完全可控，并称“欢迎广大新闻媒体
和消费者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现场参观对我
们实施监督”。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同样向安德利果
汁及海升果汁求证此事， 安德利果汁称，公
司正在研究此事，会适时作出回应，但截至
记者发稿未获答复。 海升果汁同样未有回
应。

值得注意的是，安德利果汁刚于今年
5

月完成
A

股上市环保核查公示， 回归
A

股
的步伐渐近。

此前，山东证监局发布关于安德利果汁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的公示也披露，安德利果
汁已接受国泰君安的上市辅导。

按照披露内容，安德利果汁主要内资股
东包括安德利集团、

Donghua

、

ChinaLimited

、

成都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及广州统一企
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