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逛超市的时候，经常会看到
有的商品上标示着“临期商品，打
折出售”的标志，买一送一、第二
件半价……各种折扣令人心动。那
么临期食品到底可不可以购买呢？
怎样购买和挑选临期食品呢？

临期食品是指即将到达食品保
质期但仍然还在保质期内的食品。
2012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明
确要求，食品经营者对即将过期的
食品应向消费者做出醒目提示。也
就是说，到了保质期临界期限的食
品，需要告知顾客并单独出售。那

多久算是临界期呢？
具体来说，标注保质期大于等

于 1 年的，临界期就是到期前 45
天，比如罐头、糖果等食品；标注
保质期在 6 个月到不足一年之间的
食品，临界期是到期前20天，比如
方便面等；标注保质期在 90 天到 6
个月之间的食品，临界期为到期前
15天，比如速食米饭等；标注保质
期在30天到90天的，临界期为到期
前10天，比如鲜鸡蛋等；标注保质
期在16到30天的，临界期为到期前
5天，比如酸奶等食物；标注保质期

少于15天的，临界期为到期前1到4
天，比如新鲜牛奶等。

《2020年中国临期食品行业市场
分析及消费者研究报告》显示，在
2020年对中国消费者的调查中，超
过40%的受访消费者表示愿意购买并
向身边的人推荐临期食品；临期食品
消费群体中，26 岁~35 岁的占比为
47.8%。临期食品到底能不能吃呢？
专家表示，临期食品可不可以吃，关
键是要看食品的品质有没有什么变
化，比如刚出厂的番茄罐头，经过杀
菌后，罐头里面大部分的维生素含量

还在，但是快到两年，也就是快到保
质期时，维生素含量是在逐渐下降
的，从这个角度看，吃刚出厂的罐头
比吃快到保质期的罐头的营养价值会
更高一点，但是安全性的变化不会很
大。再看保质期比较短的食品，比如
说巴氏杀菌奶，过期之后就会有细菌
增长的风险。

临期食品因为其价格之低，购买
人数也并不少，挑选时有什么注意事
项呢？买回去之后如何进行保存呢？

首先，要避免冲动消费。临期
食品的价格确实让人心动，会大批

量的购买，但是当购买的食品因为
吃不完而超过保质期限，就会变成
另一种浪费。买的时候要考虑买的
数量，看能不能吃完，多久能吃
完，建议您一次不要买太多，避免
再次浪费。

其次，注意食品安全问题，尽
量从正规的商场或超市里购买。购
买后应尽快食用，食用不完的要放
入冰箱，用低温的方法来尽量延长
保质期。

第三，食用时要注意食品的状
态，再判断食品是否可以食用，还

要辨别是临期食品还是过期食品。
总的来说，临期食品是安全

的，也是可以食用的，大家一定要
科学选购并安全食用临期食品。

（第一作者系山西医科大学社会
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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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一 种 神 奇 的
中药，它的名字叫
马勃，不知你听说
过没有。

有 报 道 ， 一 位
记者在北京回龙观
采 到 一 个 怪 “ 蘑
菇”，将它送到中国
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去鉴定时，现场
一位教授惊讶高声
叫起来：“这是大马
勃啊！”

还 有 一 则 新 闻
报道，记者在武汉
市磨山风景区的樱
花园内，见到一个
白 色 菌 体 ， 酷 似

“人脑”，上面布满
了 网 状 “ 白 色 血
管”。经专家证实为
马勃菌，85 厘米的
周长一跃成为全国
之最。马勃多产于
新 疆 、 内 蒙 古 一
带，一般周长不超
过 20 厘米，在南方
地区发现巨大的马
勃菌实属罕见。

另 一 位 教 授 介
绍说，在北京发现
的马勃不算大，北
京门头沟也曾发现
大马勃。美国发现
的最大的马勃直径
是 180 厘米，英国发
现的马勃直径是 163
厘米，中国在天山
发现的最大马勃直
径是 40 厘米，而现
在这个国内记录已
被打破了。

马 勃 是 菌 类 的
一种，子实体圆球
形，白色，幼嫩时
可食用，味道鲜美
可口。内部肉质稍
带 黏 性 ， 表 面 光
滑。干燥后为棕灰
色，呈海绵状，质
轻松而富弹力，皮
薄易破碎，弹之粉
出。

马 勃 有 消 肿 、
止 血 、 解 毒 作 用 。
历代本草著作均有
收载。

马 勃 也 有 很 多
传说：相传盘山镇
有个外号叫马半仙
的外科医生，医术
非常高明。他的拿
手 绝 技 是 “ 接 骨

丹”和“止血散”。不论是枪打、刀
砍、石砸、车压而骨折的，吃了“接
骨丹”；受伤而流血的，撒上“止血
散”，不出十八天，再重的伤也能治
好。在盘山镇上流传着许多关于马半
仙的神奇传闻。其中之一的传闻就是
他的神药“接骨丹”和“止血散”是
由狐狸精传授的。但是实际情况也并
非传说的那样神奇。

少年时代的马半仙，跟着当医生的
父亲到处行医，他善于观察事物，对
一切都非常好奇，只要有问题就一定
要弄个水落石出才罢休。有一天他看
见一个押送钱粮的镖头射出一支飞
镖，将一只狐狸的后腿射中，狐狸瘸
着腿，向路旁的野草里逃去了。

少年马半仙听说狐狸这东西鬼得
很，会自己治伤看病。就偷偷地跟在
狐狸后面，要看看这狐狸是如何治疗
自己伤口的。

他看见狐狸竟然将腿上的伤口往马
粪包上撞。马粪包马上破裂，扬起一
团烟雾，并且发出嘶嘶声。马半仙回
家后就将祖传的“止血散”和“接骨
丹”都加进了马粪包这一味药后，大
大地增加了治疗效果。这马粪包就是
中药马勃。

马勃孢子味辛，性平，无毒。内服
可治喉炎、扁桃体炎、咳嗽等。对于
黏膜的各种炎症，具有收敛、消毒的
作用。马勃对胃出血、吐血、咯血有
效。

我国民间历来用马勃菌孢子为止血
药，现代医学认为，马勃可用于拔牙
后的创口出血，有消炎止血、促进创
伤愈合的功效。

（作者系药物专家，曾任原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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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县，简称“沛”，江苏省徐州市下辖
县，处于苏、鲁两省交界之地。三点水加一
个市，表明与水有关，古有“沛泽”，今有微
山湖，也算名副其实。

沛县的出名似乎不在水，在沛公。沛公就
是刘邦，系沛人，崛起于沛县，建立大汉王
朝。推翻暴秦，拥立汉朝，沛籍武将文臣功莫
大焉。难怪汉高祖刘邦坐上龙椅后，封了18位
沛郡丰邑的侯。但这批开国功臣都随刘邦去了
长安，并未在老家沛县衣锦还乡，相互攀比，
大兴土木。刘邦回沛也只击筑唱了《大风歌》，
并没有在沛郡圈地建园造宫殿，树碑立传。

岁月悠悠，白驹过隙，2200 多年过去
了，刘邦留下的历史遗产、文化遗产很多，
但在沛县，真正与刘邦有关的名胜古迹硬件
已寥寥无几。

2007年，沛县政府委托清华大学规划设
计院规划设计了沛公园。

其最引人注目的是入园口那尊花岗石巨
幅群雕。居中的是头戴皇冠，手持酒杯的汉
高祖刘邦，一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神
情，脚下有一把古乐器沛筑，似乎是在吟唱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
猛士兮守四方”。两边后排是沛籍文臣武将，

前面是欢迎刘邦回故乡的乡亲父老，老老少
少共 16 位人物，背后是猎猎战旗、高高战
戟。整体观之，大气、威武、雄浑，是游人
拍照合影的最佳取景点。

我是清晨去的，我脚劲算好的，一圈下
来一个多小时。我的印象，这沛公园既有北
方园林的阔大、气势，也有南方园林的精
致、匠心。北方缺水，园林的水面就弥足珍
贵，非皇家园林很难有大片水面与湿地。而
沛公园，有河流，有池塘，曲曲弯弯的水面
还不小，我猜测既有原来的河道，又有人工
开挖的水面，因为我注意到园中有土坡，应
该是挖湖堆山，系统工程的结果，这样沛公
园不再是一马平川，一览无余。譬如，入园
口的石头群雕，就是中国园林建筑审美的体
现，相当于江浙大户人家的照壁，苏州园林
入口处的假山，这一挡，既气不外泄，财不

外漏，又半遮半掩，无法直窥内里，让游客
产生一种一探究竟，曲径通幽的效果。

记得我家乡太仓有个古典园林名叫“五
美园”，谓之水美、石美、树美、花美、建筑
美。我以为沛公园也有五美，水美、桥美、
花美、坡美、石雕美。我为什么没有说树美
呢，因为就树的品种、数量而言，够档次
了，但可惜大树、古树还太少，假以时日，
五十年、一百年后，就可以说树美了。花
美，美在满池的荷花，田田荷叶，高擎低
举，满眼碧绿，一溜红荷，一溜白荷，点缀
着褪去花衣的莲蓬，再衬以摇曳的芦苇，乃
摄影家的最爱。我独自穿行在木质九曲桥，
把一个个美景定格成照片。

我庆幸，清晨游园，游人稀稀，即便有
人，也大都在锻炼区晨练或晨跑，极少有人
像我这样有雅兴到湿地赏花观鸟。因为早，

因为人少，湿地这一带成了鸟的天堂：翠
鸟、白鹭、喜鹊、灰喜鹊、黄鹂、画眉、黄
雀、杜鹃、戴胜、黑水鸡等，还有若干叫不
上名的鸟儿。我兴致勃勃地爬上高高的观鸟
亭，四处瞭望，洗耳谛听，享受着鸟鸣的天
籁，那叫声高高低低、错错杂杂、嘤嘤啭
啭，或委婉，或抒情，或轻柔，或响亮，或
低沉，或激情，或啾啾，或啁啾，或长或
短，或回环复达，或九曲三转，有点“大珠
小珠落玉盘”的意境，妙不可言。

沛公园的建成，使大屯这座煤城也有了
像绿肺一样的大公园，为煤矿工人为当地老
百姓提供了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功德无量。

沛公园周边的马路有沛公路、萧何路、
韩信路、张良路、樊哙路、周昌路、汉邦
路、汉皇路、汉源大道等具有汉文化元素的
路名，应该说，沛县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丰盈
的，如果沛公园里能适当增加若许人文景
观，如反映沛县历史与人物的铜雕、石雕
等，一定能让汉文化在这座小城里璀璨生辉。

沛 县 有 个 沛 公 园
□□ 凌鼎年

凌门一角

八月十五中秋夜，月光如秋水洒遍人
间。月亮在这天最圆最明亮，比往常更加
富有灵性。是夜，人们要祭拜月神，品尝
月饼。吃月饼在人们心中有团圆的意义，
象征着家族的团结。若想体现这一寓意，
唯有吃得科学，吃得健康才是。

月饼质量巧鉴别

看饼皮。优质月饼外表应酥松完整且
不脱落，图案纹印清晰，饼皮不皱缩，色
泽金黄，光亮软润，没有僵皮和硬皮，底
部圆周无焦斑。

看饼形。优质月饼饼形规整饱满，饼
面凸起，饼边周围无缺损、无裂缝，包馅
应完整无露馅。

看饼色。优质月饼，饼面和饼底呈纯
净金黄色，饼边圆周呈浅黄色。如饼面过
白，是火候不足；如有黑焦块，是炉温过
高和烘焙过久。

尝饼味。优质月饼口味纯正，甜而爽
口，肥而不腻，香而不俗，有月饼特有的
芳香及特有的风味，无苦涩味、油污味、
酸败味和霉气味。

月饼储存有讲究

月饼的饼馅一般分为软硬两种，软馅
中含水分较多，只能保存 7 到 10 天左右，
而硬馅月饼则可保存 1 个月左右。盒装月
饼，应将盒盖打开，使其通风。另外，因
月饼中含脂肪较多，存放时还应注意避

光，以防油脂氧化。
月饼要轻拿轻放，尤其是苏式月饼因

皮酥松，最容易破碎。如果饼皮脱落，不
仅影响外观，而且影响口味、质量，并且
易受潮变质。

月饼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受热受
潮都极易发霉、变质，所以一定要将月饼
存放在低温、阴凉、通风的地方。一般来
说，月饼皮软、水分大、易变质，最好将
月饼连带包装盒一起放入冰箱冷藏室，食
用前一小时取出，可保证它的口味。

月饼存放时，不宜与其它食品、杂物放
在一起，以免串味，失去应有的口味和特色。

月饼多食有隐忧

尽管月饼味美可口，营养丰富，但由
于其内糖和脂肪含量较高，不易消化，故
进食要适量。老年人消化功能较差，而婴
幼儿消化系统发育尚不健全，过食月饼会
加重胃肠负担，易造成消化不良和腹泻，
所以少吃为佳。至于胃肠功能本来就不好
的人，更应注意，不可多食。作为久病初

愈者，食欲虽有好转，但消化功能仍然较
弱，切莫过量。即使正常人吃月饼亦应有
所节制，若暴食过量，就有可能导致急性
胰腺炎，出现剧烈腹痛等症状，甚至危及
生命，千万要小心。

月饼属高糖、高脂食品，不少是采用
猪油作馅，以下疾病患者应慎食。

糖尿病人由于不能充分利用血糖，食
之可造成血糖增高，某些人在食用月饼后
还有昏迷危险，尤其是胰岛素依赖型糖尿
病患者当慎之又慎。

患有胆囊炎、胆结石的人，过食月饼
会引起胆囊收缩，胆汁滞留，易致疾病的
急性发作或使病情加重。

高血脂、冠心病、脑血管意外等患
者，饱食月饼会增加血液黏稠度，使血流
减慢，不利于脑血管病的康复，并可加重
心脏缺血程度，甚至诱发心肌梗塞，要格
外注意。

脂溢性皮炎、痤疮等皮肤病的发生、
发展与糖类和脂肪摄入过量有关，食用过
多的月饼，可使这些患者的皮脂腺分泌增
加，病情加重。

对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患者来讲，吃月饼
过多，可促进胃酸大量分泌，从而加重对溃疡
面的刺激，这对溃疡愈合极为不利，严重者还
能诱发胃出血、穿孔等并发症。

咸味月饼含盐较多，肾炎患者多食之
后，可因水钠潴留而加重肾脏负担及水
肿，使病情加重或恶化，故应谨慎。

月 饼 怎 样 吃 才 健 康
□□ 夏 普

临 期 食 品 可 以 食 用 吗
□□ 吴媛媛 程景民

一年一度秋风劲，又到中秋月圆时。每
到中秋，文人墨客常以月亮作为吟咏的好题
材，古往今来，在我国民间流传着不少构思
奇巧、脍炙人口、以景寄情的咏月佳联，读
来妙趣横生，让人拍案叫绝。

传说一年中秋之夜，苏东坡在杭州为官
时，与苏小妹及佛印和尚在西湖上泛舟赏
月。面对皎洁明月，苏东坡建议吟诗作联，
才学非凡的苏小妹起身立于船头，看着湖心
波光粼粼的月光，联想翩翩，信口吟出一则
上联：“五百罗汉渡江，岸畔波心千佛子，”
佛印和尚看着站在船头的苏小妹，又抬头看

了看天空中的明月，立马对出了下联：“一个
美人映月，凡间天上两婵娟。”苏东坡闻言，
拍手惊呼：“妙哉！妙哉！”

有一年中秋节，“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
桥，出游江苏扬州的蜀冈瘦西湖，来到小金
山岛上的“月观亭”，他触景生情，撰就一
联：“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联从景中
生情，景自联中生色，含义蕴藉而绵长。联
语既贴切，又有气势，将人们带入迷人的赏
月胜地，不失神来之笔，足见郑板桥深厚的
文字功底。

传说唐朝初年，几位秀才于中秋之夜聚

到一起品茶饮酒赏月，其中一位名叫宋湘的
秀才，仰望明月，即景生情，吟出一上联：

“天上圆月，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半月。”
在场的几位秀才抓耳挠腮谁也对不出，就是
宋湘也苦思不得下联。直到当年除夕，几位
秀才又一次相聚饮酒守岁，其中一人提起中
秋时的那则上联时，宋湘忽发灵感，稍加思
索，便吟出下联：“今宵年尾，明日年头，年
年年尾接年头。”上下联对仗工整，结构严
谨，可谓独具匠心。上联六个“月”字、下
联六个“年”字重复运用，构思奇巧，并抒
发了岁月交替、时光如流的人生体验，令人

读之不禁拍案叫绝。
又据传，说是几位读书人中秋之际登楼

赏月饮酒，其中一位仰望天际一轮皎洁明
月，诗兴大发，随口说出一则上联：“秋中赏
月对高楼，月对高楼酒上游，”在场的几位趁
酒兴，七嘴八舌，却没有一个人对得上来。
这时，其中一位拐腿吟友，有感于自己走路
不便，立即吟出下联：“游上酒楼高对月，楼
高对月赏中秋，”刚吟完，几位文友仔细观摩
才发现是上联的倒读，成了回文联，也对得
通顺流畅，联语贴切，有如天成，因而不禁
击掌称绝。

中 秋 月 下 品 月 联
□□ 雷克昌

从过去的人工作业，到现在耕种收“一
条龙”，首都叶类蔬菜生产迎来质变。9月14
日，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叶菜创
新团队在房山区石楼镇泽普安全第一农场园
区，开展了叶菜收获机械化作业观摩暨北京
市农机技术推广田间日活动。

眼前，一片片绿油油的生菜、菠菜、香
菜将陆续进入采收期。与往年不同，今年园
区有了新帮手，无需工人们在烈日当空弯腰
进行叶菜采收。仅仅几分钟，叶菜收获机便
将地里的菜收割得干干净净。

“收获是叶菜作业环节中费力最大，耗时
最多的生产环节，叶菜收获质量的高低直接关
系到叶菜品质和种植经济效益。由于叶菜种植
密度高，生长周期短，采收次数多，再加上收
获时有的叶菜要求带根收、有的要求不带根收
割，对收割机的要求高，收割作业成为园区的
老大难问题。”现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道。

据了解，长期以来，叶菜一直以人工收
获为主，不仅劳动强度大、人力成本高、生
产效率低，延时采收易造成菜变“老”，降低
叶菜品质，而且也严重制约了叶菜实现全程

机械化作业。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蔬
菜生产中“四个老人三百岁”的情况非常普
遍，“用工难”“用工贵”问题日益突出，甚至
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

针对这一现状，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叶类蔬
菜创新团队对京郊叶菜种植园区进行调研，了
解了叶菜种类、叶菜种植和收获的现状，并根
据叶类蔬菜收获方式将油菜、菠菜、香菜、菜
心、鸡毛菜等叶类蔬菜分为带根、不带根收获
两种模式，试验筛选了与农艺收获要求相匹配
的叶菜收获机械，分别在现场进行了演示。

记者在现场看到，香菜收获机作业效率
是人工的10倍以上，作业时将切割下的香菜
顺势铺放在地表，无损伤及漏收现象，切根
均匀性较好。

同时，现场会还展示了适用于设施、露
地的颗粒肥撒施机、起垄机、播种机、播带
机、自走遥控喷雾平台、电动喷粉机等多台
适用于叶菜生产的设备，这些设备的示范推
广，有力地提高了叶菜生产机械化程度，减
少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率和劳动效率，
促进了农民增收。

菜 农 有 了 新 帮 手 收 菜 省 时 又 省 力
□□ 科普时报记者 张 克

开栏的话：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旅游、文化，是“十三五”发展的高
频词，也是“十四五”建设的热词，体现了党和政府打造“人民江山”的担当，承载
着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本报邀请作家凌鼎年开辟游记专栏

“凌门一角”，以其走遍全国所有省市，游历4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独特经历，从科普的
角度，用风趣的笔触，带领读者感受大好河山的独特风采与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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