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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农产品安全谣言，你信了吗？

“有机蔬菜认证造假”“香瓜太甜是因为加了甜蜜
素”“黑木耳打农药” ……农产品作为食品的源头，其
质量与安全问题日益受到舆论关注。 特别是在自媒体
浪潮推动下， 农产品质量安全话题声量持久不衰，在
网络不断被“翻炒”“嫁接”，催生出错综复杂的网络生
态。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舆情监测团队近
期梳理了 2018 年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几大热门话
题，并进行了科学解读。

特别甜的香瓜喷施“甜蜜素”？
【热点回顾】2018 年 7 月，有媒体曝光称，黑龙江

香瓜主产区绥化市兰西县一些瓜农为了增加香瓜的

甜度， 会给正在生长期的香瓜喷洒疑似 “甜蜜素”的
“增甜剂”。 事件直接造成当地香瓜滞销，部分自媒体
以《震惊！ 央视告诉你，香瓜上喷了见不得人的东西》
等为题恶意传播不实消息，引发网民对蔬果农产品用
药安全问题的担心。

【热点解读】 在香瓜生产中采用叶面施肥是一项正
常的生产技术。 喷施的所谓“增甜剂”实质上是一种水
溶性叶面肥料的商品名，一种含钾量比较高的肥料，并
非报道中所说的“甜蜜素”。 这种叶面肥料具有平衡营
养供应、促进香瓜糖分积累的功能，不会给瓜果产品带
来质量安全问题。真正的甜蜜素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其
甜度是蔗糖的 40 倍左右，用于水果罐头、果酱、蜜饯、
面包、糕点、饼干、饮料和果冻等加工生产中，在香瓜生
产过程中向植株喷施甜蜜素一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18元一只的速生烤鸭能吃吗？
【热点回顾】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的街边

出现售卖低价白条烤鸭的摊贩。 但群众始终对这 18
元一只的烤鸭到底靠不靠谱存有疑虑。 特别是 2018
年 8 月前后网络中出现了一些传言称，这些烤鸭原料
用的是所谓 “速生鸭”。 这一说法瞬间引发了群众对
“速生家禽”“激素家禽”的恐惧，大批网友在社交平台
留言讨论此事。

【热点解读】这些烤鸭多使用的是小白条鸭，是白
羽肉鸭的一种。 通常饲养期 30 天左右，主要用于加工
小型烤鸭、香酥鸭等，出栏体重为 1.9 千克~2.0 千克，
屠宰后全净膛重约 1.25 千克， 烤制成熟食后重量约

0.8 千克，即 1.6 斤左右，市场策略就是价廉物美，一个
三口之家一顿即可吃完。 白羽肉鸭是当前肉鸭养殖行
业通过不断的遗传改良培育的新品种，特点是饲料转
化效率更高，从而长得更快，不需要药物和激素就能
够实现良好生长，没有食品安全问题。 比起餐馆里上
百元一套的烤鸭，这种小型烤鸭无论从养殖、屠宰分
割还是后期加工等各个环节， 成本构成都有很大差
异，不具有可比性。

木耳频繁打农药？
【热点回顾】2018 年 10 月前后，一段“木耳打药”

的视频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视频中，一名正在给木
耳打药的男子向视频拍摄者介绍， 木耳每年至少需要
打两次药，现在正在打的是“农达”。 该男子声称，有的
农户还会使用激素，农户不会吃自己种出来的木耳。

【热点解读】农药残留问题一直是最受广大网民
关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之一。 本次事件以微视频
的形式出现于网络，打着“有图有真相”的旗号，实则
模糊拍摄单位、时间及地点，具有刻意摆拍的嫌疑，动
机不良，恶意抹黑，对不了解食用菌实际生产过程的
消费者产生了很大的误导。

黑木耳栽培过程中常见的虫害有菇蚊、 菇蝇和螨
类等，杀虫的正常方式是干湿交替的物理方法，阳光自
然照射也能杀虫。黑木耳对化学药剂十分敏感，喷洒农
药反而容易导致畸形耳。 菇农宁可通过阳光暴晒进行
虫害防控，也不愿在正在出耳的菌袋上喷洒农药。

有机蔬菜有“玄机”？
【热点回顾】2018 年上半年，多家媒体曝光了“有

机食品”特别是有机蔬菜在生产、认证、销售等环节存
在“猫腻”。 例如，一些商超将有机菜和非有机菜混着
卖，部分有机蔬菜种植基地违规施用化肥，甚至在一
些第三方有机认证机构“有机检测证明给钱随意开”。
有机食品市场乱象的接连曝光，加重了公众对国内品
牌食品农产品认证制度的不信任感， 引发网民热议，
大量网民在微博平台中呼吁“加强有机农产品打假”。

【热点解读】有机食品素来以安全、健康、营养的
形象示人，其生产、加工、包装、销售等各环节都有严
格的规定。 媒体的接连报道暴露出当前我国有机农产
品认证、监管的漏洞，特别是对有机市场的动态监管
力量存在严重不足。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