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记者禹志明）春耕备耕时

节，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严查产品虚假标

注、无证冒证生产、化肥偷减养分、农药有效

成分不足、农机安全防护装置不合格等突出

违法行为，防止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

据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徐新

楚介绍，从查处情况看，农资质量安全违法

案件呈现以下四个新的特点，提醒农民及农

业企业警惕：从查处的假劣品种看，复合肥

特别是有机－无机复混肥和磷肥的质量较

差，合格率不到 70％。

制假造劣方法比较隐蔽。部分生产企业

专门留存合格产品备查，而真正的不合格品

则在生产后转移销售，企业以不留库存的方

式躲避质监部门执法检查。还有一些中小企

业生产的产品标识模糊不清，厂址、通讯电话

均是虚假伪造，一旦产品质量不合格，农民根

本无法找到真正的生产企业进行追偿索赔。

以土壤调节剂冒充磷肥的情况仍然存

在。农资质量安全违法行为的跨界性明显增

强，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违法行为涉及从生

产到流通再到使用环节的整个产业链，需要农

业、质监、工商、物价等部门密切协作，建立起全

程监管体系，避免监管缺位现象的发生。

假冒伪劣农资坑农方法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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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快餐

■打破砂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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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提个醒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意识的提高，在选

择食品时很多人更倾向于天然食品。但是天

然食品就一定无害吗？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

学与营养工程学院何计国教授说，目前国内

外对天然食品都无标准的界定，但存在一定

的共识，认为天然食品是指那些非人工种植

和养殖的动植物，但现在也常把用传统生态

方式种养的食物算在其中。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营养专家范志红在

《这样选购食品最安全》一书中指出了我国对

天然食品的一些公认基本原则，即“所谓天然

食品，是和加工食品相对而存在的、自然状态

的食品。比如说，新鲜的水果、新鲜的蔬菜、

新鲜的肉和鱼、完整的鸡蛋、新鲜的牛奶等都

属于天然食品。哪怕是冷冻的肉和鱼，经过

杀菌的牛奶，煮熟的鸡蛋，也都属于天然食

品，因为形态没有明显改变，其中的成分也基

本得到保留”。

天然食品受到热捧

基于传统的膳食习惯，很多人对食品都

持有“天然的就安全”的认知。尤其当食品安

全问题成为大众绕不开的话题时，为吃得放

心、吃得干净，人们更是竞相购买天然食品。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中

国营养学会法规标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韩军

花表示，目前，我国消费者对天然食品的认识

还不完全，对食品添加剂也存在误解。在这

种情况下，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的确会倾向

于那些天然食品。

范志红表示，天然食品的好处在于保持

了大自然赋予的营养成分和保健作用。其中

的各种成分，也有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何计国说，天然食品受到追捧的一部分原

因在于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对食物风味的重视。

一些备受追捧的天然食品的确含有比较丰富的

营养元素，有些还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例如

生长在深山的野山菌中含有较多的铁、锌、铜、

硒、铬等微量元素，经常食用野山菌，可补充微

量元素的不足。黑木耳含有蛋白质、脂肪、多糖

和钙、磷、铁、胡萝卜素、维生素B1、维生素B2、烟

酸以及磷脂、固醇等营养物质，有改善血液系

统、减轻动脉硬化、具有延缓衰老作用。银杏叶

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具有改善心肌缺血、促进

记忆力、改善脑功能等功效。

天然食品存在安全隐患

专家们表示，虽然“天然的就是安全的”

这种认识观念存在已久，但这种认知并不准

确，建议人们客观理性地看待天然食品。

何计国表示，“野生的并不一定就是安全

的”现在能作为食用的动植物，都是在上千年

的饮食经验中筛选出来的。

韩军花指出，人们一般认为天然的就是

好的，但是“天然和安全完全是两码事儿”。

许多天然植物本身就带有一些有害成分，如

新鲜的黄花菜含有秋水仙碱，食用后会中毒；

扁豆如果加热不彻底，也会引起一些不适的

表现。

另外，“天然的就有营养的这种认识也不

准确。”韩军花表示，“以婴幼儿配方奶粉为

例，如果按照天然的概念，那就什么都不能加

的，只将牛奶制成粉就行了。如果添加了其

他东西，就不是天然的了。实际上，在不能喂

养母乳的情况下，只喝牛乳或普通奶粉并不

能满足婴儿的营养需求。可见，天然未必就

是有营养的。”

范志红告诉笔者，“天然的毒草、毒果、毒

菌非常多。越是能够药用的食材，越要小心

食用，因为是药三分毒。一些药食兼用的食

材，有一些药效，说明其毒性也高于普通食

物。”很多食物含有药效成分，“而药需要限量

使用，必须对症对体质。如果不适合吃这种

药，那么它就是有毒的。食物也一样。”

何计国指出，天然食品不安全的因素主

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食物本身携带有毒

物质。全球大概有 200 多种蘑菇是有毒的，

由于老百姓不能有效识别，容易误食。银杏

叶中含有一种叫银杏酸的有毒物质，直接用

捡来的银杏叶泡茶会引起过敏、痉挛等。另

外，天然植物受到环境污染也会导致不安全，

如生态农场一般会使用农家肥，而农家肥中

也可能含有铅、砷、铜等重金属，污染土壤。

所以，天然植物从种植到成品的整个过程，都

需要严格的质量把控，否则天然食品的安全

性也难以保证。

“纯天然”字样纯属误导

当前，为吸引消费者眼球，不少食品都标

榜“天然”“有机”“绿色”“无公害”。食品标签

如此之多，以至于很多国人对天然食品存在

一定的误解，认为天然食品就等于“有机、绿

色、无公害”。专家称，其实不然，根据蔬菜生

产过程中对农药化肥的控制与使用，我国目

前将蔬菜分为有机、绿色、无公害和普通无控

制四种，其中有机、绿色、无公害食品都要经

过国家专门机构认定。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有机食品在生产过

程中不得使用任何合成的化肥和农药，同

时产地周围一定距离内不得存在工厂等污

染源。

绿色食品是我国特有的食品安全分级，

包括 AA 级和 A 级，是指按特定生产方式生

产，并经国家有关的专门机构认定，准许使用

绿色食品标志的营养型食品。其中 AA 级接

近有机食品，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任何有害

化学合成物质；A 级低于有机食品，指在生态

环境质量符合规定的产地，限量使用限定的

化学合成物质。

无公害蔬菜是指蔬菜中不含有国家禁用

的有毒物质，并将某些有害物质控制在国家

标准范围内，不危害食用者健康即可。

有不少 专 家 指 出 ，很 多 天 然 食 材 在 加

工成品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添加一些东

西，“纯天然”的食品并不存在。韩军花说，

“比如肉是天然的，为防腐烂变质，在肉食

中添加适量防腐剂等则让肉类更方便存储

和携带。”

据韩军花介绍，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天

然”“野生”等行业标准，食品外包装上的“天

然”“野生”等标签只是厂家的商业宣传而

已。因此，她建议消费者要平衡、多样化饮

食，并做到“吃动平衡”。

如今，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尤为重视，在选择时很多人更倾向于天然
食品。但是天然食品就一定无害吗？请关注——

天然食品真的安全吗？
实习生 范圆圆

今年，长江中下游一带双季稻面积大都

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加之 3 月下旬到 4 月中

气温明显偏高，各地早稻播种育秧较早，且

秧苗长势较好，有的已移栽大田。但近日受

阴雨影响，日平均气温大都降至 15℃左右，

这对早稻移栽会否带来影响？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了农业气象高级工程师黄智敏。

黄智敏说，通常早稻移栽要求日均气温

应稳定通过15℃，否则不利于其根系生长，返

青迟缓；若低温维持，必然导致僵苗迟发，使低

节位的有效分蘖减少，以后亩成穗数下降，导

致产量降低。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在4月下旬

到5月下旬，常会有不利于移栽返青或者分蘖

的时段，这样早稻务防返青分蘖迟发。

为此，中国气象局荆州农业气象试验站

建议：在日平均气温低于15℃的日子，一定不

可急于移栽，这样不仅可防止大面积早稻返

青分蘖迟发，而且若遭遇强降水还可以在秧

田或工厂化育秧基地，集中管理排涝保苗，待

稳定到15℃或以上再行移栽。在移栽前大田

要施足底肥，尤其对于冷侵田应施足磷、钾、

锌肥，防僵苗迟发。要重施农家肥，但又必

须充分腐熟，以免“节外生枝”引起中毒性僵

苗。对于移栽后大田水分管理应科学运筹，

做到深水活蔸，浅水分蘖，移栽 7—10 天后，

可让田水自然落干，这样不至于让底肥流

失，达到以水调肥，水气协调，以气促根。分

蘖期还应做好病虫草害的综合防治。

早稻移栽一定要因天制宜
本报记者 刘志伟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佳珅）近日，100+联合

爱奇艺共同推出全球首款视频手机。这款100+

爱奇艺手机，以业内领先的配置，定义了视频手

机的全新标准。在内部配置方面，其性能较四

核CPU提高60%的同时功耗降低40%—60%。

为了实现最佳握持感体验，100+爱奇艺手

机在外观材质方面选择航空级镁铝合金框架，

其强度与钢相当，但重量轻45%。与此同时，在

触控方面，100+爱奇艺手机触屏采样率高达

140点/秒，保证手指带水或者寒冷的冬天戴着

手套也可操作触控屏，其贴心的去指纹膜能防

止手指触摸屏幕留下印迹而影响手机美观。

此外，100+爱奇艺手机采用细腻精致的

“镜海黑屏”，在待机状态和手机熄灭后，屏幕像

一块浑然天成的黑色玻璃一般，将触摸按键隐

藏在黑色当中。其采用OGS单玻璃全贴合技

术，使透光率提升10%，屏幕厚度减少20%。

据了解，100+爱奇艺手机首次提出了创新

的商业模式“加友合伙人计划“，改变了传统的

用户关系，将硬件利润全部回馈给用户，成为全

球首款硬件零利润的全新概念互联网手机。

如今，使用手机观看视频的用户人数增

长迅猛。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13 年《中

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3 年

中国手机视频用户已由 2012 年的 1.07 亿飞

速上升至 2.47亿，增长率高达 83.8%。

全 球 首 款 视 频 手 机 推 出

不宜搭配的食物
海味与水果
海味中的 鱼 、虾 、藻 类 ，含 有

丰富的蛋白质和钙等营养物质，

如果与含有鞣酸的水果同食，不

仅会降低蛋白质的营养价值，而

且易使海味中的钙质与鞣酸结合

成一种新的不易消化的物质，这

种物质会刺激胃而引起不适。含

鞣酸较多的水果有柿子、葡萄、石

榴、山楂、青果等。

蛋糕与豆腐
这和食物的分类有关，有一种

分法是，将食物分为密集性和非密

集性食物。除了水果和蔬菜不属密

集食物之外，其他食物，如肉类、奶

类和五谷类都是属于密集食物。而

食物配搭法是主张我们在同一餐之

内只可用一种密集食物来配合蔬菜

进食。像含蛋白质的豆腐和含淀粉

质的蛋糕，都属于密集性食物，同吃

必然要长胖。

食物是很奇妙的，自身就有着

寒，热属性，食物的营养也是丰富

的，蛋白质，维生素，等等，不同的食

物搭配起来达到的效果也是不同

的，有些食物搭配着食用更加促进

营养的吸收，而有些食物搭配起来

会有毁容的效果，让你肤色变暗淡，

长斑，冒痘痘等等。

汽水与巧克力
无论是 何 种 口 味 的 巧 克 力 ，

都属于高热量、高糖、高脂肪的食

品，不宜同时搭配含糖分高的汽

水或者果汁等饮料。吃巧克力时

配一杯热茶是个不错的选择,茶可

吸收巧克力里面的油，减少积食

的概率。

黄瓜与花生
黄瓜切小丁，和煮花生米一起

调拌，作为一道爽口凉菜，经常被使

用。其实，这样搭配不是十分妥

当。因为这两种食物搭配可能会引

起腹泻。黄瓜性味甘寒，常用来生

食，而花生米多油脂。一般来讲，如

果性寒食物与油脂相遇，会增加其

滑利之性，可能导致腹泻。

西红柿辅助疗效
西红柿是一种很普通的食物，

但在治疗疾病等方面却有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下面列举十种治疗功效

供大家参考。

治皮肤病 将鲜熟西红柿去皮

和籽后捣烂敷患处，每日 2—3 次，

可治真菌、感染性皮肤病；

美容、防衰老 将鲜熟西红柿捣

烂取汁加少许白糖，每天用其涂面，

能使皮肤细腻光滑，美容防衰老效

果极佳；

防癌 因西红柿不仅营养丰富，

且具有较强的清热解毒、抑制病变

功效，坚持每天生食 1—2 个鲜熟的

西红柿，可起到防癌和辅助治疗癌

症的作用；

治高血压 每天早晨选 1—2 个

鲜熟西红柿空腹蘸白糖吃，降血压

效果明显；

治贫血 将 西 红 柿 、苹 果 各 1

个，芝麻 15 克，一次吃完，每日吃

1—2次，长期坚持，可治贫血；

治溃疡 轻度消化性溃疡患者，

可将榨取的西红柿和马铃薯汁各半

杯混合后饮用，每天早晚各一次，连

服 10次，溃疡可愈；

治肝炎 取西红柿丁一匙，芹菜

末、胡萝卜末、猪油各半匙，拌入沸

粳米粥内烫熟，加入盐、味精适量食

用，对治疗肝炎效果极佳；

防中暑 将 1—2 个 西 红 柿 切

片，加盐或糖少许，熬汤热饮，可防

中暑；

退高烧 将西红柿汁和西瓜汁

各半杯混合饮用，每小时饮一次，可

退高烧；

治牙龈出血 将西红柿洗净当水

果吃，连吃半月，即可治愈牙龈出血。

北京中慧建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出中国第一台高温无公害化生物处理机，这套自主知识产权餐厨垃圾处理技
术可实现餐厨垃圾的无公害、资源化处理。图为利用餐厨垃圾生产出的肥料和各种鱼饲料。 本报记者 董志翔摄

这 款 普
拉达智能眼
镜相比谷歌
的原生款有
多 种 改 进 。
例如可以实
现无线充电；
摄像头嵌入
眼镜中间，设
计更对称；电
池集成到镜
架两侧。

（上接第一版）

我国科技园区国际竞
争力有待提升

自 1988 年以来，我国已批准设立 105 个
国家级高新区，成为国家创新发展的核心区
域。近年来，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东湖
和深圳等发展较好的国家级高新区，在国际化
发展的政策体系构建、国际交流的深度和广
度、企业国际化发展能力、国际化创新环境等
方面取得较大改善。科技园区的快速发展，促
进我国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但在我国的创新体制中，仍存在诸多影
响汇聚全球科技资源、提升参与国际竞争能
力的障碍和问题。例如，将跨国公司在华企
业排除在我国自主创新主体范围之外，未能
充分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研发和创新资源，
制约了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在与创新活动
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服务、金融服务、专业服务

和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领域，亟待放宽投资
准入，以提高服务水平、改善创新环境；建立
跨国技术战略联盟是企业参与科技全球化的
最新趋势，跨境投资并购则是企业短时间获
取前沿技术、资金支持和高端人才等创新资
源的重要途径，对基础创新能力较弱、居于追
赶地位的新兴经济体至关重要，但我国境外
投资管理体制中仍有诸多亟待开放和放松管
制之处。

政策体制上的障碍和开放不足，严重制约
了新形势下我国的创新发展。具体到我国科
技园区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近年来虽有
较大改善，但仍落后于以硅谷为代表的国际顶
尖科技园区。例如，中关村科技园的发明专利
授权量仅为硅谷的1/5左右，人均发明专利授
权量相当于硅谷的1/4。硅谷上市公司150强
的平均营收规模达260亿元，为中关村上市公
司营收 100强的 2.5倍，人均净利润是中关村
100强的8.3倍。

以科技园区为基础，建
设“开放创新试验区”

要实现我国“创新驱动”和“建设国际一流
科技园区”的目标，必须适应科技全球化新形
势，积极应对国际创新竞争的新挑战。

虽然《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
和“火炬计划”都强调要建设世界一流的科
技园区，《国家高新区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提
出要“促进高新区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但都
没有为促进创新体系的开放性和科技园区
国 际 化 发 展 专 门 设 计 政 策 或 体 制 改 革 方
案。近期，我国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珠
海横琴、深圳前海等特殊经济区域为载体进
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探索。在此背景下，可
考虑在中央授权和风险可控的条件下，选择
一、两个高新区设立“开放创新试验区”，通
过先行先试、大胆创新，突破现有创新体系
中的政策体制障碍，积极探索“开放式创新”

的新模式和新体制。
“开放创新试验区”，不是仅仅复制和叠加

其他特殊经济区域的开放政策，而是必须针对
全球技术发展前沿与新趋势、高新技术园区开
放创新的新需要，选择最具优势条件、国际化
发展意愿强烈的园区进行探索和试验。在国
内高新区中，中关村多项指标居全国领先地
位，创新资源密集、创新体系较完善、创新优势
较突出、创业投资十分活跃，是我国第一个高
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人才特区。近年来，
中关村开放创新的意愿十分强烈，已明确提出
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目标并进行
了一系列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体制探索，为“构
建开放式创新体系”奠定了基础。可考虑在中
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基础上设立“中国开放
创新试验区”，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并逐步向
全国高新区推广。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
济研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