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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冻 食 品 “ 中 招 ” 无 需 因 噎 废 食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杨女士一家爱吃海

鲜，平日里杨女士没少网购进口海鲜。不
过，最近她不太敢买了，“时不时看到进口
海鲜外包装样本等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的
新闻，有点担心。”

杨女士的担心有一定普遍性。7月份以
来，国内零散发生几起进口食品外包装检出
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的情况。

从已经公开的情况看，“中招”的进口
食品大多来自南美洲，且以海鲜为主。不少
业内人士注意到，这些海鲜肉类漂洋过海，
都涉及一种广泛应用的食品保鲜技术——冷
链。

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在相对低温的冷
链运输中，新冠病毒可以保持更久的活性。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没有证据证实冷链
可以“生产”病毒。进口食品外包装上的新

冠病毒究竟从何而来，仍需科学研究鉴定。
正是注意到与冷链运输潜在相关的新冠

病毒输入风险，我国相关部门和地方已经采
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

海关总署已明确，将进一步加强对进口
冷链食品的源头管控，严格口岸检验检疫，
保障进出口食品安全。

对于进口冷冻食品，没有必要过分担
心，但绝不能放松警惕，常态化疫情防控
下，要在“购、运、储、销、食”上做好预
防。

做好联防联控，首先要做好源头管控。
海关总署近期发布多份公告，要么暂停境外
部分企业向我国出口相关食品，要么一些国
家和企业因疫情原因主动暂停向我国出口相
关产品。

业内人士表示，海关总署在守护进口食

品卫生安全方面发挥着“第一关”的作用，
做了大量工作，应该继续严加监管，并加强
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沟通。

对市场监管部门而言，要及时采取相关
风险控制措施，该停售的停售，该下架的下
架，该召回的召回，该处置的处置。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中心总顾问陈君石认为，各部门术业有专
攻，业务有侧重，为了共同的目标，既要各
司其职，更要精诚协作，不留监管死角。

广大消费者选购、处置进口冷冻食品时
也应注意防护。业内人士建议，购买、处置
进口冷冻食品时尽量避免用手直接触碰；注
意生熟食品分开处理；对进口食品外包装解
冻后用酒精消毒；清洗时做到不用手触碰口
鼻眼睛；生鲜产品充分烹饪后食用。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丽

亚·范凯尔克霍弗近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说，中国对“数以十万计”的进口食品包装
袋实施相关检测，结果发现“非常非常少、
低于10个”的阳性结果。

换句话说，“中招”的进口冷冻食品占
我国进口食品总量的比例相当低，并且及时
被“锁定控制”。

人们也很关心，冷冻食品“中招”，会
不会食客“遭殃”？

陈君石告诉记者，从进口冷冻食品外包
装袋上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只能表示食
品外包装曾经被病毒污染过，不能指向病毒
是否仍具活性。“简单说就是，它不能确定
病毒是‘死的’还是‘活的’。”

世卫组织专家也在不同场合表示，目前
没有新冠病毒经食物传播的证据，全球确诊
报告病例中，也都没有因进食食品而出现病

例的报道。
陈君石和范凯尔克霍弗等中外专家都表

示，即便新冠病毒确实存在于食品中，只要
处置得当、高温烹调，它跟别的病毒一样可
以被很快杀死。

“对于极少数进口冷冻食品外包装新冠
病毒检测呈阳性，大家也不必过度担心，更
没有必要因噎废食。”陈君石说，“但需要提
示的是，良好卫生习惯一定要保持。”

（新华社记者 刘红霞、赵文君、王
雨萧）

2020 年 3 月 开 播 的 网 剧 《危 险 的
她》，描述了乔薇、苏遥、Nicole 与何安
心四个女人努力生活或者说自我救赎的
故事。这部被定性为女性情感悬疑剧的
14 集短剧集，也算是耳目一新，不乏可
圈可点之处，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节奏
的迅速推进与选景的无可挑剔，表演稍
有逊色但也无关宏旨。

看网上的评论，很多人在细节上寻
找瑕疵，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其实
大可不必。现在的影视作品 （尤其是电
视剧），细节难免失真，只要不影响大
局，就算不了什么大错。最大的失真就
是霸道总裁陆子聪如此轻易就因威胁而
生恐惧，但从他原本多疑的角度也还说
得过去。

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基本逻辑
的缺失。

换两个细节来考察：假如说陆子聪
无法摆脱恐惧是因为他性格使然生性多
疑还算说得过去；也姑且不论四个女人
行走在法律边缘的种种做法是否合适

（在任何一点上出问题就满盘皆输）；甚
至说就算陆子聪不上当还可以再想其他
方法，反正四个“聪明”女人办法多得
是——这都没有问题，勉强算是合理。
那么，之前的人渣敲诈犯齐凯呢？假如
他不跑，后续是否就无法处理？这件事
又如何收场？所以最后他非但不能死于
四个女人之手，还必须死于蛇毒 （必
然） 而非车祸 （偶然），以此呼应最后一
集揭开真相前几分钟乔薇的谶言：“其实
每个人做一件事的时候都会有回报的，
他们应该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吧。”

说它耳目一新，是说在国产剧里还
算有些创新，虽说借鉴了日剧和韩剧中
女性报复男性的桥段，以及美剧中策划
骗局的套路。网评中大量提及该剧与美
剧 《大小谎言》 和日剧 《我的恐怖妻
子》 之相似，其实还有一部类似题材的
日本电影 《熟女杀人事件》，也讲述了四
个女人如何对付丈夫的故事。

但这里要指出的是价值观的正误。
剧中的几名男性都居于配角地位，这在
一部女性剧中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他
们的面目明显不够清晰，全被刻意地人
为雌化，貌似强势实则不堪一击。而这
时胜利的女性就可以重新俯瞰和审视他
们：要么你弱势一点，要么我们就宣布
你为人渣并做了你——是这个意思吧？

还有：我们只对资本投降，但誓死不对
男性投降——是这个意思吧？但这是不
对的。毕竟，斗争是为了更美好的生
活，而不是为对抗而对抗。

四个女人开始都秉承一副“我自己
生活又怎样”的心态，然后我行我素地清
理掉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但简陋的素
材难以支撑剧情为她们设置的性格描述与
行为方式，情节每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
现难以为继的纠结点。尤其是她们对那两
名男性的处理都过于自我，“手段的卑鄙
证明了目的的卑鄙”这句话现在不常引用
了，那么不妨换一种说法：事实上当你用
坏人的方式行事时，你真的也就变成了坏
人。单纯的拒绝男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挑战一切社会规则。

最后一集呈收官态势，以便揭开一
切真相，但其实真相观众早已知晓——
陆子聪的失败是在观众注视下打的明
牌，而齐凯不管死于车祸还是蛇毒都与
四名女性毫无关系——能猜到这一点，
不是因为合理的生活逻辑，而是基于当
前电视剧的现实尺度。所以这一集更重
要的作用，是为她们的行为开脱，让她
们有机会自我辩解，合理化她们所有的
所作所为；当然，还有重新树立起对爱
情的信心——先将其狠狠踩入泥潭随后
再小心拉起，属于此类作品的标配，就

像古代情色作品最后总要教人戒淫向善
一样。所有这些，就是担心引起观众的
不适，但终归到底还是显得含糊吃力，
因为按照前述逻辑是得不出这些结论
的。剧集最后还留了活扣，但按照目前
的思路，真拍续集逻辑问题会更为显著。

最终的结论只有两个：首先，应该
鼓励这种真正关注女人、真正来自生活
的现实剧；但是，不应为设置悬念而丧
失基本逻辑，这一点至关重要。

（作者系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主
要从事科幻与科普创作，著有 《决斗在
网络》《时空死结》等作品）

危 险 的 她危 险 的 她 与 模 糊 的 他与 模 糊 的 他
□□ 星星 河河

6 月 25 日 ， 农 历 五 月 初
五，是 2020 大疫之年的端午
节。在防控疫情而封闭的小区
大门口，我看到一拨接一拨快
递来的各种食品、民俗用品。
艾蒿，放在规格不一的透明塑
料袋里，或许也放在不露尊容
的包装物里，被小区里的邻居
陆陆续续取走。36号楼那位很
是面熟的老兄，笑呵呵地从塑
料袋里取出几根艾蒿，送到我
手上：“好新鲜，来，分享！”
宅家的日子，都挺休闲，也就
闲聊起手中的艾蒿：由端午节
的“标配”用品到鲜为人知的

“野味”食品……
上 楼 进 家 ，“ 宅 家 好 读

书”。书中记述，艾蒿，简称
“艾”，也称“艾草”“医草”。
端午节一到，艾习俗随处可
见：悬艾叶、带艾虎、熏艾
烟、洗艾澡……这种优良习
俗，不断扩散和延续。在古
代，人们认识和利用较早的植
物，就有艾蒿了：“彼采艾兮，
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这
是《诗经》里的话。后来，《孟
子》记载：“犹七年之病，求三
年之艾也。”再后来，民间谚语
更是广为流传：“家有三年艾，
郎中不用来。”难怪古人还送给
艾蒿一个别名——医草。由此
联想到人们身边的中药，很多
人说，最早接触、最早认识的
中药，就是艾蒿了。《艾叶实用
百方》记载：在湖北蕲春，“婴
儿出生后第三天要洗一次艾水
澡，并将艾绒少许敷在囱门和
肚脐上，可以预防感冒鼻塞或
感染其他疾病。”读至此处，手
机微信的铃声响起，点开一
看，恰好是“艾叶实用百方”
中的“食方”。

艾蒿糕、艾蒿酒、艾蒿糖
稀……一幅幅诱人食欲的美食
图片，是吉林省延边大学朝鲜
族饮食研发与体验基地的朋友
转发来的。接着还转发了吉林
卫视端午节期间播放的纪实节
目《延边味道》，那些艾蒿食品
的加工和食用情况，也都得以
精彩呈现。

约一个星期后，曾供职食
品行业媒体的一位朋友在电话
里说，江西有家生态农业科技
企业要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
看好艾草。他建议关注艾草产
业的信息。果然，各种媒体多
有这方面的报道。比如，江西
省“到2023年，建成全国重要
的艾草种植、加工、现代制造
基地。全省艾草种植面积达到
10 万亩，形成 3～5 个艾草种植主产区。”再比
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的一个村，2018年创
办艾草加工扶贫车间，如今已发展成为带动毗邻
20个村的艾草生产基地。他们从小打小闹加工艾
条起步，既生产药品又生产保健品，边加工边发
货，每天都有十多种艾草产品在网上网下热销。
彭阳县及时总结推广这个村的经验，积极推动艾
草从传统种植业拓展到加工、销售、服务等领
域，通过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助力老百姓
脱贫致富。

防控疫情居家隔离的生活结束了，古今以艾
抗疫、以艾入药、以艾入膳的信息仍不断涌来，
也就发现了一个又一个“艾之最”：最早介绍艾叶
食疗方法及作用的书是唐代的《食疗本草》：“若
患冷气，取熟艾面裹作馄饨，可如丸子许。”最早
为艾叶立传的《蕲艾传》，出自明代大医药学家李
时珍父亲李言闻的笔下：“产于山阳，采于端午，
治病灸疾，功非小补。”最早提出“艾叶文化”的
文章，是 《时珍国医国药》 杂志 （2000 年 4 期）
发表的名老中医孙启明写的 《喜读梅全喜新著

〈艾叶〉》……
8月19日，在准备参加中国起源地文化研究

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第三个中国医师节视
频会时，我和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中药专家张瑞
贤先来个视频聊天，当我把研究艾蒿的情况说给
他时，他的声音和手势同时出现在视频上：“你
看，这是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艾蒿食
疗百科》。艾蒿研究方兴未艾。正因为研究的人
多，成果多，从药到食，从吃到喝，艾蒿也就不
只是端午节的‘专利’了。”

（作者系中国药膳研究会副会长兼民族药膳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食品科普
创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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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 蟹 口 味 好 也 不 可 贪 吃
□□ 王晓成 程景民

生活百科

最近一段时期，国内部分地方从个别进口冷冻食品尤其是冷冻生鲜产品外包装等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引发社会
关注。如何在进口冷冻食品上确保“舌尖上的安全”？人们在挑选、处置这些食品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又是一年桂花香，正是金秋蟹肥
时。虽然说一年四季都有螃蟹吃，但是
秋天才是吃蟹的最好时节。

说起螃蟹，自古以来蟹都是非常美
味的食物。东汉郑玄注 《周礼·天官》
中说道：“膳食，若荆州之鱼，青州之
蟹胥。”吃蟹作为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化
享受，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世说新
语·任诞》 记载，晋毕卓 （字茂世） 嗜
酒，他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
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这
种人生观、饮食观影响许多人。从此，
人们把吃蟹、饮酒、赏菊、赋诗作为金
秋的风流韵事，而且渐渐发展为聚集亲
朋好友，有说有笑地一起吃蟹，这就是

“螃蟹宴”了。
螃蟹的口味很好，螃蟹肉味鲜美、

营养丰富，既是滋补品又是佳肴，很受
人们的喜爱，常是喜筵上的主菜。

那么在市场上怎么选螃蟹呢？一
看。优质蟹的背甲壳呈青灰色，有光
泽，腹部为白色，金爪丛生黄毛，色泽
光亮，脐部圆润，向外凸，肢体连接牢
固呈弯曲形状，个大而老健，如果背呈
黄色，则肉较瘦弱。另外，如果是活动
有力，四处乱爬的蟹则是健壮的好蟹。
此招不适用于河蟹和活的海蟹，因为这
些蟹常常会被五花大绑。二掂。对外观
符合要求的蟹，要逐个用手掂一掂它的

分量，手感重的为肥壮的蟹。三剥。剥
开蟹的脐盖，若壳内蟹黄多、整齐，凝
聚成形，则此蟹为好蟹。四拉。如果购
买的是已死的海蟹，要观察蟹的腿，完
整无缺，轻拉蟹腿有微弱弹力，表明是
新鲜海蟹，若不新鲜的海蟹，轻拉蟹
腿，不仅没有微弱力，而且蟹腿容易断
落。五闻。如闻到海蟹有腥臭味，说明
海蟹已腐败变质，不能再食用。食用腐
败变质的海蟹极易造成食物中毒。

不能吃死的螃蟹，但是一次性买多了
吃不了怎么办呢？一是放在冰箱冷藏室内
用湿毛巾盖上可以放几天，用手触摸螃蟹
的眼睛，没反应的就是死螃蟹。二是放在
水桶中，但是水的高度不要没过螃蟹身
体，否则螃蟹会缺氧而死。如果家里有浴
缸更好，因为浴缸光滑螃蟹不能爬出来。

网上说螃蟹不能和柿子、梨、花生
一起吃，不能喝茶水，不能这不能那，
这个说法科学吗？元朝太医忽思慧所著
的《饮膳正要》中记载：“柿梨不可与蟹
同食”。从食物药性看，柿蟹皆为寒性，
二者同食，寒凉伤脾胃，柿中含鞣酸，
蟹内富含蛋白，二者相遇，凝固为鞣酸
蛋白，不易消化且妨碍消化功能。关于
梨：南北朝时期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医
学家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记载：“梨
性冷利，多食损人”。梨味甘性寒，蟹也
性寒，二者同食，易伤人肠胃。关于花
生：花生性味甘平，脂肪含量达45%，中

医讲：油腻之物遇冷利之物易致腹泻，
所以螃蟹不宜与花生同食。至于茶水，
因为茶水和柿子一样，也含有鞣酸，鞣
酸蛋白不易消化。但是这些只是事物的
一个方面，没有必要过分担心，只要把
握量，这不是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螃蟹的加工和食用。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防范措施各
显神通。一些阿拉伯民众使用乳香来抵御
病毒侵袭。乳香是从乳香树上采集来的奇
异树脂，它既是上好香料，也是弥足珍贵
的外来中药。通常，阿拉伯妇女喜欢把洗
干净的衣服披在架子上，下面放上小香
炉，炉里燃两小块木炭，然后把几粒乳香
投入炉中进行薰香。穿上这样的衣服，能

驱赶蚊子、预防疟疾、登革热等由蚊子传
播的疾病。

因为乳香的香氛保持相当持久，熏过
的衣物穿在身上，整个人便被包裹在缕缕
芳香中。阿曼是世界上最高级的乳香产
地。乳香每年春、夏季均可采收，以春季
为盛产期。采收时，从乳香树干皮部由下
向上顺序切口，并开一狭沟，使树脂从伤
口缓慢渗出，流入沟中，数天后凝成干硬
的固体，收取后即可使用。

天然野生的乳香树，越是干旱贫瘠越
是品质优异。阿曼南部佐法尔山脉北端的
内格德高原，正好满足这种奇特要求：粗
糙的石灰石土壤、灼热的天气，还有清晨
露珠的滋润。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环境，却
产出了世界上最优质的乳香，据说一株乳
香树每年可刮下10至20公斤的乳香。

阿曼最优质的乳香被称为“银香”。乳
香对阿曼人来说，就像一日三餐一样不可
或缺。把几粒白色乳香投入炉中，一丝丝

香气冉冉升起，不但会将衣物熏得香气袭
人，而且家中充盈着温馨浪漫的香氛。

生产乳香的乳香树是橄榄科落叶乔
木，乳香树有着如纸般的树皮，而树皮里
便是它的汁液，当树皮被割开一个小切
口，树脂从乳香树干中缓缓滴出，如同乳
液一般。新鲜树脂的颜色呈乳白色，凝固
后黄色或微红，呈乳头状，加少量水可研
磨成白色或黄白色乳液或半透明晶块。因
乳香树流出的树脂形如眼泪，亦被成为

“上帝的眼泪”。
中国南方气候潮湿，蚊虫孳生，从战

国时期开始，为消毒和驱除异味，各地便
有了在室内熏香的习俗。西汉时，乳香被
当作香料在宫廷使用，东晋葛洪《西京杂
记》 记载，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住昭阳
殿，“其中杂熏诸香，余香百日不歇”。如
此持久的香气，用的就是阿曼乳香。至唐
代，乳香被用作中药上品，宋代官方所编

《圣惠方》中以香药命名之方剂即达120方

之多，如乳香丸、沉香散、木香散等，其
中以乳香最为出名。

乳香多呈小型乳头状、泪滴状颗粒或
不规则块状，长 0.5—3 厘米，常温下质
脆，遇热变软，可互相粘连；闻之气微芳
香，口尝味微苦，有微微香辣感，嚼之后
先破碎成小块，迅即软化成胶块，粘附于
牙齿。中医上，乳香性温，味辛、苦，具
有调气活血、定痛、追毒的功效，用于治
疗气血凝滞、心腹疼痛、痈疮肿毒、跌打
损伤、痛经、产后瘀血刺痛等症，明李时
珍《本草纲目》云其为“痈疽疮疡、心腹
痛要药”。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作
家协会会员。现为北京《绝妙小小说》执
行主编）

乳 香 ： 香 气 袭 人 留 芬 芳
□□ 付秀宏

第一，螃蟹的鳃、沙包、内脏含有不少的细菌和毒素，吃时最好去掉。
第二，螃蟹体内的细菌有些是可怕的致病菌，如沙门氏菌，所以烹制时一定要

彻底加热，而且建议最好是撒点盐蒸而不是煮。
第三，吃螃蟹时，最好蘸着姜末、醋汁等食用，祛寒杀菌。
第四，不要生吃螃蟹。有人喜欢吃醉蟹、腌蟹……螃蟹里的寄生虫对人体有很

大的危险，肺吸虫囊蚴的抵抗力很强，一般要在55℃的水中泡30分钟或20%盐水中
腌 48 小时才能杀死。生吃螃蟹，还可能会被副溶血性弧菌感染，发生感染性中毒，
危及我们的生命。

（第一作者系山西医科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第二作者
系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 山西医科大学教授）

吃 螃 蟹 应 该 注 意 什 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