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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裴宸纬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青海可可西里的一头野狼，因经常

被过往游客和司机投喂，已经“判若两狼”。它不但体形变得滚圆，

还会向过往车辆摇尾巴、露肚皮撒娇讨食。

随后，这头被喂胖的野狼迅速走红，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和讨

论。在评论区，有网友调侃这头狼已经变得“慈眉善目”“不想努

力了”……

那么，这样随意投喂野生动物会不会是好心办坏事？记者就

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其实，野外喂食野生动物很危险。有媒体报道，在青海野外公

路沿线，野狼被投喂的情况并不鲜见，相关视频在网上早已出现。

除了野狼，棕熊等野生动物也曾被投喂。

西宁野生动物园副园长、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副主任

齐新章就此表示，不应该随意投喂野生动物。“我愿意相信投喂

者的善良，但是善良需要理性的支撑，否则就可能是好心办坏

事。”他说。

针对投喂野狼一事，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戴

强表示，投喂野生动物一方面可能给投喂者带来风险。野外生

存的野生动物尤其是受伤动物有可能携带致病菌，其次狼是猛

兽，看似温顺，但无法保证它是否有攻击性，所以要尽量与其保

持安全距离。

另一方面，戴强认为随意干预野生动物的生活是不可取的。

“除非是濒危物种，否则不建议人工干预。”他说。

戴强称，动物生老病死、优胜劣汰本来就是自然规律，动物生

存自有其法则。狼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应该对它进行保护，但

不建议过多救助。而且，此类行为还可能引发动物的依赖性，产生

不良后果。

野狼被喂成“网红”

随意投食不可取

◎本报记者 华 凌

又“稻”一年秋收时。眼下，正是新米集中上市的时候，不过你

见过绿色的大米吗？

最近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发现，在线下商超出现的绿色大米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网友上传的图片及文字说明显示，这种大米

通体呈翠绿色，与普通大米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此，有网友评论道：“这一看就是‘科技与狠活’。”还有网友

表示，自己曾经购买并食用过这种米，“有一股竹香味”。

那么，绿色大米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相比普通大米，这种大

米是否更有营养？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属于人工造粒产品

据了解，这种绿色大米被称为绿竹米。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

以绿竹米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到了 5000 余条结果，发现其价格

区间在每斤 7元至 20元。

记者随机在电商平台点开一个绿竹米的详情页，“香味十足”

“纯天然”“零添加”等描述映入眼帘。商品简介信息显示，该款绿

竹米是由淡竹叶粉与谷物粉等原料一起混合加工而成。在另一款

绿竹米的配料表中，记者看到其配料为大米粉、菠菜粉、淡竹叶粉、

食用葛根粉、水。

“从配料表来看，绿竹米是将多种原料磨粉后混合制成的，属

于人工造粒产品。”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

中国食品科技学会理事范志红对记者说。

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健康系教授李再贵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从加工工艺上来看，绿竹米是利用淀粉糊化后老化形

成的淀粉凝胶挤压成型后得到的，属于淀粉凝胶类产品。

营养价值或非常有限

在网络上，有不少博主对绿竹米进行过口感测评。多数博主

表示，蒸出来的绿竹米饭口感较黏稠，吃起来像糯米。

在某电商平台上，记者打开了一个绿竹米的产品宣传界面。

相关信息显示，绿竹米不可浸泡，不可单独用来煮饭，需和大米混

合；可与其他杂粮米混合煮粥，把其他米煮至 8 分熟后，再加入绿

竹米煮 15分钟，随后焖 5分钟即可出锅。

“绿竹米属于淀粉凝胶类产品，在口感上它可能更有嚼劲。”李

再贵说。

口感独特的绿竹米，安全性和营养性又如何呢？

李再贵向记者表示，绿竹米和其他再生米（即人造米）一样，是

各种原料粉经挤压而成的。它在市场上已经出现十几年了，“在食

品安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李再贵提醒道，绿竹米可以偶尔食用，但如果是为了增加营养

而食用，效果可能非常有限。

绿竹米的配料之一——淡竹叶粉是淡竹叶提取物。范志红对

记者表示，淡竹叶是一种药食兼用食材，“药食兼用食材具有一定

的药性，可能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消费者应谨慎购买”。

绿竹米比普通大米更有营养？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 陈 曦

玉米飘须，谷粱垂首。丰收的 10 月，大闸蟹、板栗等

秋季美食陆续出现在各家各户的餐桌上。与此同时，不

少有关食品的流言也开始冒头——大闸蟹用抗生素浸泡

防病、刚宰杀的猪牛羊的肉最可口、糖炒栗子被加了石

蜡、吃空心菜会抽筋……这些不靠谱的言论在网上被大

肆传播。

今天，科技日报记者就对 10 月谣言逐一进行盘点，帮

您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大闸蟹用抗生素浸泡防病？
真相：用抗生素反不利螃蟹生长

每年在大闸蟹上市的时候，与其相关的流言便会“重

出江湖”。在众多“老谣”中，“大闸蟹用抗生素浸泡防病”

这个谣言最让消费者担心，生怕吃到“抗生素大闸蟹”，影

响身体健康。

不过，这个谣言在天津农学院水产学院教授张树林看

来毫无科学根据。

“老百姓所说的大闸蟹就是中华绒螯蟹，大闸蟹病害

需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如果为了预防疾病，把抗生素撒

到水里，就有点像给水中的有害细菌打预防针，有可能让

有害细菌对抗生素产生免疫力，从而产生耐药性。”张树林

进一步说，一旦有害细菌有了耐药性，等到细菌让大闸蟹

生病时，再去给大闸蟹喂抗生素，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极大

增加了后续治疗的难度。同时广谱抗生素不仅能杀灭有

害菌，也会杀灭有益菌，破坏水环境的生态平衡，反而不利

于大闸蟹的正常生长。

“目前国家对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管理非常严格，

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

知》，加快推进白名单制度的建立。”张树林强调，如果大闸

蟹生病，可以使用白名单内的药物定量拌入饵料进行治

疗，但白名单以外的投入品是被严格禁止使用的。地方农

业农村（渔业）部门一旦发现违规使用情况，会依法进行查

处，涉嫌犯罪的会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那么，如何帮助大闸蟹预防各种疾病呢？

张树林介绍，首先养殖大闸蟹前就要选择通过现代生

物技术选育优良的抗病品种。同时，还要通过种植水草及

使用土著微生态制剂来净化水质，改善池塘生态环境，阻

断病菌传播的途径。

刚宰杀的猪牛羊的肉最可口？
真相：含大量乳酸影响口感

秋季贴秋膘，各种肉类少不了。在很多人的认知里，

刚宰杀的猪、牛、羊的肉最鲜嫩美味。

对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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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牛、羊被屠宰后，它们

体内正常的新陈代谢和血氧供应随即停止，肌肉中贮存的

糖原会被降解成大量乳酸，乳酸会使肌球蛋白凝固，引起

肌肉收缩，让肉变得僵硬。

牛在被屠宰后 2.5 小时，其肉会出现僵硬，羊、猪则在

被屠宰后 1 小时，肉变僵硬。处在僵直期的肉类不适合加

工，这类肉硬度大、汁液流失多、不易被煮熟。

因此，猪、牛、羊在被屠宰后，最好先将它们的肉进行

排酸。猪肉需在零下 5 摄氏度的环境中，经过 24 至 36 小

时的悬挂排酸；牛、羊肉则需在 2 摄氏度的环境中被放置

1 至 2 天进行排酸。此外，这些肉在排酸过程中会产生一

种酶。

“经过排酸的肉，在营养、口感上更佳。”王浩解释，首

先在营养方面，排酸肉在酶的作用下，蛋白质被分解成氨

基酸，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其次在口感上，经过排酸后，肌

肉和结缔组织由僵硬变松弛，肉更易熟烂、更易入味。

此外，排酸肉中大多数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受到抑制，

肉毒梭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有害菌的数量大幅减少。

同时，排酸肉表面还会形成一层干膜，可以阻止外界微生

物入侵，从而提高肉的耐贮藏性。

糖炒栗子被加了石蜡？
真相：国家严禁此类添加行为

俗语云：“七月杨桃八月楂，十月板栗笑哈哈。”每年到

了吃栗子的季节，“糖炒栗子被加了石蜡”的话题就要被翻

出来，重新上几天热搜。

对此王浩表示，在栗子炒制过程中是不允许添加石蜡

的。

作为一种矿物油，石蜡是原油经分馏得到的混合物。

石蜡又分为工业级和食品级。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要求，食品级石蜡

只能作为加工助剂使用。“按照国家规定，只有在不得不使

用时，才能在食品生产过程中使用食品级石蜡。石蜡的功

能为脱模剂，使用的范围为糖果、焙烤食品。而炒制板栗

并非一定要使用它，因此在栗子炒制的过程中不允许添

加。”王浩解释道。

在制作糖炒栗子时，加入石蜡会使栗子颜色更鲜亮，

从而吸引消费者购买。因此过去曾有商家在栗子炒制中

违规添加石蜡，甚至是工业级石蜡。这种石蜡含杂质较

多，其中还含有强致癌物——多环芳烃，对于人体脑神经

和肝脏器官等易造成损伤。如今，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督

下，这类违规添加行为已经很少了。

“栗子炒制过程中添加石蜡，实属不当。不过，消费

者也不必过于紧张。石蜡只会包裹在栗子皮上，在食用

栗子时我们都会剥皮。如果不是食用量巨大，被人体摄

入的石蜡微乎其微。”王浩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糖炒栗子

时不要太过追求“颜值”，同时不要买摸起来过于光滑的

栗子。

吃空心菜会抽筋？
真相：该说法没有科学依据

空心菜是一种常见的蔬菜，营养价值非常高。但上个

月空心菜在网上被一些人冠以“抽筋菜”的名称，有网友称

“吃空心菜会抽筋”，不少人对此深信不疑。

对此，王浩表示，目前没有科学证据表明空心菜与抽

筋有关。

抽筋是肌肉痉挛的俗称。一般来说，人体抽筋是由于

肌肉突然无法自主控制地收缩而导致的，通常与运动过度

和人体内电解质不平衡等因素有关。

引起抽筋的原因有很多，但之所以传出吃空心菜会导

致抽筋，主要源于空心菜中草酸含量较高。草酸在与钙结

合后，会形成草酸钙，影响钙吸收。草酸钙浓度高，血液中

钙离子含量就会降低。当血液中钙离子含量过低，就容易

导致肌肉兴奋度升高，稍微受刺激就会出现肌肉痉挛。

“对于一般人来说，当血液中的钙离子含量过少时，骨

骼内的钙元素就会补上，因此基本上不会出现钙离子含量

过少的情况。”王浩解释道。

不只空心菜，很多蔬菜中的草酸含量都比较高，比如

菠菜、芹菜、甘蓝等。

“在烹饪空心菜等草酸比较高的蔬菜时，最好先焯水，

这个操作可以除去 95%以上的草酸。与此同时，我们日常

要做到平衡膳食，在食用富含草酸的蔬菜时，可以搭配高

钙的食物。”王浩建议道。

大闸蟹用抗生素浸泡防病大闸蟹用抗生素浸泡防病、、糖炒栗子被加了石蜡……糖炒栗子被加了石蜡……

这些网上流传的说法靠谱吗

定位精度达到 1 厘米的无人驾驶智能

清扫机、自动布孔精度达到 10 厘米的矿山

钻机、库坝毫米级位移形变监测技术……

10 月 26 日至 28 日在湖南株洲举行的第二

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上，专家与企业

以大量生动案例和应用成果，向人们展示

北斗系统已全面服务交通运输、公共安全、

救灾减灾、农林牧渔等领域，广泛进入大众

消费、共享经济和民生服务领域，影响着人

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北斗正从“天边”走向

“身边”。

北斗应用随处可见

在会场展区，只见安装了北斗芯片、模

块的乘用车、智能清扫车、无人驾驶公交

车、自卸车等各种车辆一字排开……交通

领域是北斗规模应用的“大本营”。交通运

输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王松波介绍，通过安装城市交

通北斗车载设备，实现公交车的精准定位

和时间同步，实时掌握出租车运输情况和

道路交通状况，有效改善城市交通拥堵。

在能源领域，北斗系统在能源勘探、能

源设施监管等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国家

能源集团科技与信息化部副主任陈靖翔

说，国家能源集团实现了自主巡检、无人驾

驶、人员安全防护、灾害预警等 20 多种北

斗应用。通过应用北斗技术，钻机自动布

孔精度达 10厘米，作业效率提升 30%。

有了北斗系统的助力，农业生产更加

轻松。以病虫害防治为例，过去依靠人工

需要半天才能干完的活，现在通过无人机

精准施药，几分钟就能完成。

北斗规模应用也助力共享经济发展。

滴滴青桔硬件负责人王劲松表示，有了北

斗的高精度定位，滴滴青桔的共享两轮车

已能普遍支持高精定点入栏结算和车辆垂

直于路边停放，有效解决乱停放的难题。

来自 83家企业的 191项展品在会场展

出，展示了“北斗+”和“+北斗”已广泛应用

于我国交通、通信、农业、气象、电力等领

域，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更为安全、高

效、便捷的体验。

北斗应用方便千家万户

打开地图 App 导航，这是人们日常生

活中常见的操作。峰会期间，高德地图

首席定位科学家方兴介绍，今年中秋国

庆长假期间，高德地图调用北斗卫星日

定位量的峰值达到 4500 亿次。其中，用

户驾车导航里程总数超过 491 亿公里，导

航前往酒店和景点的日均次数同比去年

分别增长 105%和 147%。

近年来，随着技术不断成熟、应用不

断拓展，北斗技术已经成为老百姓生活

中的好帮手。

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副总裁李戈

杨 介 绍 ，千 寻 位 置 与 重 庆 公 交 集 团 合

作，帮助重庆市区内 9000 辆公交车拥有

车道级定位的能力，市民可以获得更精

确的公交车到站时间，也能让城市管理

者 更 好 监 管 车 辆 超 速 、赖 站 、越 线 等 驾

驶行为。

除了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便捷，北

斗 技 术 还 为 人 们 带 来 安 全 保 障 。 在 成

果展上，一辆高精准燃气泄漏检测车模

型 吸 引 了 许 多 观 众 的 注 意 。 北 京 讯 腾

智 慧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工 作 人 员 米 烨

彤告诉记者，在 10 厘米级北斗高精准位

置 服 务 的 助 力 下 ，这 辆 车 可 以 对 两 侧

150 米 范 围 内 进 行 燃 气 泄 漏 瞬 时 检 测 ，

检测精度比过去提高 1000 倍，效率提高

10 倍以上。

（记 者苏晓洲 周楠 白田田 谢奔
刘佑民）

从“天边的北斗”到“身边的北斗”

10月 26日，工作人员（右一）在湖南株洲国际会展中心向观众介绍北斗技术在交通管
理系统中的应用。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绿竹米与普通大米对比图。 实习记者 裴宸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