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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金志国曾说过：“吃动物怕激素，吃植物怕毒素，

喝饮料怕色素，我们到底能吃啥？心里也没数。”近几年来，随着我国

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食品的需求日益增大，食

品工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随之而来的许多不法分子在

生产制造宣传方面假借科学的名义以牟取不正当利益。全球及我国接连

不断发生的恶性食品安全事故引发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如目

前食品工业中常常需要测定食品的蛋白质含量，由于三聚氰胺与蛋白质

相比含有更多的氮原子，所以某些造假者利用将其添加在食品中，以造

成食品蛋白质含量较高的假象。
一、 食品中的伪科学问题让人深思

（一） 伪科学的“深海鱼油”
提炼深海鱼油的原料来源通常有以下四种：1） 野生三文鱼；2）

人工三文鱼；3） 杂鱼，如柴鱼、沙丁鱼；4） 杂鱼加豆油。其中以三文

鱼油质量最好。而现在人们对深海的定义是水深超过 200米，也就是

说生活在海平面 200米以下的鱼类，常称为深海鱼。但是上述几种鱼

类无一生活在深海，何谓“深海鱼油”？
（二） 伪科学的“珍珠奶茶”
“奶茶”顾名思义，一定是把鲜美的牛奶和口感醇厚的茶的完美组

合，可是谁又能想到大街小巷里随处可见，口感不错的各种“珍珠奶

茶”背后的秘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直言目前市面的珍珠奶

茶= 奶精+ 色素+ 香精 + 木薯粉 （指奶茶中的珍珠） + 自来水。然而

奶精的主要成分氢化植物油是一种反式脂肪酸，早已被欧美国家立法限

制。膳食中的反式脂肪酸每增加2%，人们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

上升25%。还有实验发现，反式脂肪酸可能会引发老年痴呆症。Time
杂志曾经公布，氢化植物油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在自然情况

下，人体是无法吸收消化这种油脂的。食用后会对肝脏产生伤害，进而

破坏人体细胞膜，造成细胞的缺陷，影响细胞未来的复制与再生，长期

大量使用，可以使人产生身体过早衰老的症状。每天一杯 500CC珍珠

奶茶中反式脂肪酸含量已超出正常人体承受极限。而嚼劲十足的“珍

珠”公开的主材料是木薯淀粉，实则添加了人工合成的高分子材料，说

白了就是塑料；同样流行的椰果奶茶，椰果多用双氧水漂白，这也是行

业内心照不宣的秘密。
（三） 伪科学的“保鲜剂”
水果保鲜剂“保”的是水果的“鲜”，包括风味、营养、色泽。但

是目前市场上看到的“保鲜剂”严格说仅仅是“保色剂”，而且往往是

在水果的风味、营养、感官等出现劣变以后才被迫使用。当今水果市场

上的荔枝，看上去色泽鲜艳红润，实际多数是被所谓的“保鲜剂”处理

过，由于荔枝褐变主要是由果皮内的花青素成分引起，褪色的原因是果

皮内花青素的红色褪去，如需要销售时恢复果皮红色，可以使用低浓度

的盐酸复色，其原理是由于荔枝外皮中的花青素只有在酸性条件下才是

红色的。单纯追求护色效果的目的下，我们的一些“保鲜剂”产品把国

外通用的 0.5％的盐酸浓度一再提高。市场上发现的“保鲜剂”的盐酸

浓度达到 1.38％，接近国外浓度的 3倍。使用方法也是“各显所能”，
毫无约束。这样的“保鲜剂”连起码的安全都难以保证。

（四） 伪科学的“酸碱体质论”
所谓的“酸碱体质论”指出：健康人血液的 pH 值恒定保持在

7.35～7.45） 范围之内，现在人喝酒吃肉多了，致使体质偏酸，而酸性

体质容易导致肿瘤。于是，“弱碱性水喝出健康来”。““弱碱性饮用水

有助于体液平衡，改善酸性体质，减少疾病困扰。”这些依仗“酸碱体

质论”的广告在我们的身边随处可见，然而郑州大学食品工程学院教

授、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韩平说：“所谓弱碱性水改善酸性体质的说法纯

属谣言，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人不是玻璃试管，倒进去酸性东西身体就

变成酸的了，倒进去碱性的东西身体就变成碱性的了。人是经过几十亿

年进化而来的有机体，酸碱平衡是非常复杂的。人体自身有一套酸碱平

衡缓冲系统，自我平衡的能力非常强，人体不会长时间处于一个静止状

态。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人体或许呈酸性，但一般是短暂的，很快就会

恢复到正常的 pH值范围之内。饮用一杯水在人体内发生的是无机化学

反应，根本不能起到所谓的平衡人体酸碱平衡的作用，因为正常食物在

人体内发生的是生物化学反应，过程非常复杂。”
（五） 伪科学的“核酸保健品”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历时 10年，耗资 30亿美元，由包括中

国在内的6个国家、1000余位顶尖科学家参与的这项划时代工程完工，

围绕这一工程，全球媒体连续大半年空前密集的报道，使“基因”一词

深入人心。诸多科学家阐述这一划时代工程的意义时，提供给公众这样

一项共识：所有的疾病，直接间接都与基因受损有关。这样，人类即能

通过“修补”基因的办法，治疗人类的顽症、绝症。于是“核酸保健

品”围绕“核酸是基因的载体，是支配生命的根本物质”，因此“补充

核酸，即可增强基因自主修复能力”为卖点大肆宣传。然而，斯坦福医

学院的保罗。伯格 （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对核酸产品的营养价值的

评价是“绝对没有”和“没有任何特殊的营养价值”。从事核酸及基因

结构功能与表达研究历40余年的中科院刘新垣院士曾说：“核酸保健

品宣传全是骗人的，将它与基因治疗扯在一起，瞎胡闹。”“就是年纪

大，需要一点，也完全可以从正常饮食中得到。”
二、 中国当前反伪科学的斗争任重道远

类似上述食品中的伪科学比比皆是。我们很多人认为，宣传的

“纯天然”产品营养又健康。但事实上，这些产品多是人工制造的。最

近英国的研究表明，人们看到的广告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是充满怀疑的科

学论断。今天，大量的广告客户正在使用的科学信息，以更有说服力的

产品，以及知识的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来影响消费者。不断

暴露的产品看起来像科学事实，但实际只是虚假的宣传和信息，我们应

该在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的同时提高消费者的科学素养，一起行动起来抵

制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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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有句古话说：民以食为天。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然而近年来，琳琅满目的食品背后，却蕴含了
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在各种形形色色充满诱惑的食品广告下，食品中的伪科学问题亦成了消费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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