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蚝油致癌、超市大米加了防腐剂、静电强是生病征兆……

11月谣言在“身边”，别信这些无稽之谈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舌尖上的安全

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格外引人关注。正因
如此，为了博眼球，“有心人”会刻意制造有关食品的谣
言，这些谣言闹得人心惶惶，让不少无辜的食物被拉进
了黑名单。

上个月，这方面的谣言就出了不少：吃蚝油致癌、超
市大米不生虫是因为加了防腐剂、饮富氢水能抗衰老……
今天，记者就对11月谣言进行盘点，帮您拨开迷雾、寻找
真相。

先是味精，而后是鸡精，最近
是蚝油，这些老百姓常用的调味品
一个个被造谣者拉入致癌的黑名
单，而害这些调味品背上致癌黑锅
的，是一种名为谷氨酸钠的物质。

“蚝油最早是用生蚝熬煮制成
的，而现在市场上销售的蚝油，为
了延长保质期、提升口感，会加入
一些添加剂，其主要成分是生蚝浓
缩汁、白砂糖以及谷氨酸钠等物
质。其中，谷氨酸钠是蚝油香味的
主要来源。”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
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浩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让大家

“谈之色变”的谷氨酸钠，是目前全
球范围内都认可的调味品，它是由
谷氨酸（从小麦和玉米淀粉中提
取）与钠结合而成的。

谷氨酸钠在进入胃部后，受胃
酸的影响会被分解成谷氨酸和
钠。对于人体而言，谷氨酸并无致
癌作用，反而与其他氨基酸一样，

可构成人体组织所需的蛋白质。
不少食物中也含有该物质，比如番
茄、豆角、玉米、海带等。

还有传言称，谷氨酸钠之所以
会致癌，是因为在炒菜时，若温度
超过 150 摄氏度，它就会在高温下
转化为焦谷氨酸钠，这种物质具有
一定毒性、可致癌。

对此，王浩表示，目前尚无任
何证据表明焦谷氨酸钠能致癌，在
世界卫生组织的《致癌物清单》中
也未见其踪影。

除了“蚝油加热致癌说”，网
上还有“蚝油不放冰箱冷藏会致
癌”的说法。针对这一说法，王浩
表示，蚝油性质不稳定，在常温环
境中，营养成分容易被氧化，所以
蚝油说明书上一般会写“请存放
在阴凉干燥处、开盖后需冷藏”。
不过，这不等于食用未被冷藏的
蚝油就会致癌，不能将二者混为
一谈。

真 相：所谓的致癌物不仅无害反而有益

谣 言：吃蚝油致癌
近日，网上流传一篇标题为

《这些关于大米的惊天秘密，你一
定不知道》的文章，文中指出“超市
里卖的大米不生虫，是因为加了防
腐剂和添加剂”，这让很多网友感
到深深的忧虑。

“其实，仔细看这篇文章，就会
发现其中漏洞百出。”王浩解释，该
文章指出，超市售卖的大米中可能
加入的食品添加剂包括淀粉磷酸
酯钠、双乙酸钠和壳聚糖，其中双
乙酸钠就是防腐剂。其主要论据
是我国在2007年发布的《食品添加
剂使用标准》。但这版标准早已被
废除，在现行的 GB2760-2014《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已经明确
规定在大米中不再添加这3种食品
添加剂。

“之所以不再添加，并不是因
为它们有安全问题，而是因为没有
添加的必要。”王浩介绍，我们日常
食用的大米都是以糙米形式进行
储存，在储存前都会通过物理手段
对其进行干燥、杀菌。在进入市场
流通环节前，工作人员会对糙米进
行脱壳等精加工，在包装过程中也
会进行充氮或者真空处理，因此大

米生虫、发霉等问题非常容易得到
解决，一般来说无须再添加其他物
质防虫防霉。

双乙酸钠是防腐剂，淀粉磷
酸酯钠具有吸水作用，这两种具
有防腐功效的物质成本较高，在
如今基本没有使用必要的情况
下，商家不会做“费力不讨好”的
事。壳聚糖是增稠剂、被膜剂，可
用来给大米表面抛光，目前我国
大米的抛光技术已达到一定水
平，完全没必要再用壳聚糖，这不
仅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增加
了大米的加工成本。

王浩表示，使用防腐剂之类的
添加剂，对大米的外观、品质没有
明显改变，反而增加了生产成本，
因此对商家来说没有利益驱动。
而且，如果超市中的大米使用了防
腐剂或其他任何食品添加剂，都属
于违法行为，会被有关部门处罚，
正规的超市不会冒着违法风险去
销售含添加剂的大米。

“精加工后的大米保质期不会
很长，消费者要尽量把买回来的大
米放到阴凉通风处进行储藏，以防
止生虫或霉变。”王浩建议。

真 相：如今储存技术已达标，无须添加剂防腐

谣 言：身上静电太强是生病征兆

不知从何时起，位列元素周期
表第一位的元素“氢”突然“香”起
来。不少商家打着吸氢或饮用富
氢水能抗衰老的旗号，销售吸氢设
备和富氢饮水机。在宣传中，吸氢
或饮用富氢水不仅能抗癌还可改
善睡眠，俨然能包治百病的样子。

氢气在抗氧化、减少炎症、抑
制肿瘤生长方面的作用似乎不是
空穴来风。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氢
气能够激活细胞的内源性抗氧化
酶，或者通过调节一些细胞信号通
路，来减少氧化反应对人体造成的
损伤。近年来发表的几项研究也
表明，氢气或能影响血液中免疫细

胞或免疫因子的浓度，从而可抑制
肿瘤的生长。

目前，关于氢的各种功效还停
留在研究层面，这主要是因为氢抗
氧化的特性在分子层面的具体机
制仍未被研究得十分清楚。也正
因为氢还存有很多未解之谜，所以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结果和数据，才
能最终让其应用于临床治疗中。

目前，使用氢气治疗或预防疾
病属于医疗行为，需要在具备资质
的医生指导下、在医院或医疗机构
中使用。专家提醒，不要轻信吸氢
能包治百病的谣言，也不要轻易尝
试吸氢或饮用富氢水。

真 相：抗氧化机制尚不明确，不可自行尝试

谣 言：吸氢或饮富氢水能抗衰老

北方干燥的冬天，让不少人获
得了一项浑身“带电”的“特异功
能”，比如脱件毛衣就能瞬间“电光
四射”。最近，有人却拿司空见惯的
静电做文章，说静电过强是生病的
征兆。相关传言称，秋冬季心脑血
管病多发就与静电有关，“电力”强
的人中心律失常者较多。

“静电强弱与身体健康与否无
关。”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张生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简
单来说，静电是由正电荷和负电荷
分布不均匀引起的。当人行走运动
时，鞋底与地板发生摩擦、衣物之间
发生摩擦，就会产生静电场。如果
鞋底是绝缘的，人身体上的电荷就
会越积越多，当接触其他物体时，就

会出现放电现象。
“之所以冬季人体带电能力变

强，是因为冬天天气干燥，再加上所
穿的衣服较多，而且衣服中大都含有
化纤成分，这种材质更易产生静电。
经过摩擦，人体就很容易积聚大量电
荷。”张生解释，如果空气湿度大，那
么空气中增多的微小液滴就会提高
空气的导电率，减少人体上积聚的电
荷，也就不容易出现静电了。

由此可见，一个人带静电多
少，与服饰材质、空气湿度更有关
系。而且，从目前研究结果来看，
静电除了对头发和皮肤会形成表
面刺激之外，不会对生物体内部造
成直接影响。

（据《科技日报》）

真 相：静电强弱和服饰材质、空气湿度有关

谣 言：超市大米不生虫是因为加了防腐剂

（（网络图网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