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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土特农产品的黄曲霉毒素
姻段云峰

近日，央视曝光了油作坊利用大豆油、棕榈
油等低价油勾兑花生油的“潜规则”，同时曝光了
这些“土作坊”生产的花生油中一种强致癌物
质———黄曲霉毒素含量严重超标。看到此新闻，
我为央视点赞，又一次帮助民众提高了食品安全
意识。但对此次曝光我并不感到惊讶，源于自身
早已知道这一“内幕”。

黄曲霉毒素是剧毒物质

勾兑花生油其实也是为了多挣些钱，顶多算
奸商，但是用劣质的花生提炼花生油卖给老百
姓，那就真是太黑心了。

黄曲霉毒素（Aflatoxins）顾名思义是黄曲霉
产生的毒素。黄曲霉是一种真菌，特别容易在
湿热的环境中生长，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尤其是
土壤中，多种动植物和坚果特别是花生、玉米
等粮油农产品中，是对人体健康毒性最大的真
菌毒素。

1993 年，黄曲霉毒素被世界卫生组 织
（WHO）的癌症研究机构划定为 1 类致癌物，是
一种毒性极强的剧毒物质，其毒性远高于氰化
物、砷化物（俗称砒霜）和有机农药的毒性。黄曲
霉毒素的危害性在于对人及动物肝脏组织有破
坏作用，严重时可导致肝癌甚至死亡。

黄曲霉毒素是怎么产生的呢？肯定是来自于
黄曲霉。黄曲霉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真菌，其
数量应该比地球上人类的总数量还要多，也许比
我们人类还早一步出现在地球上。黄曲霉喜欢高
温、高湿、高营养的环境，但是在低温、低湿、低营
养的环境下仍然生长，只是生长缓慢。

在玉米和花生生长的过程中，黄曲霉一直伴
随它们。但黄曲霉在农作物中的数量是伴随作物
生长过程而变化的。碰到夏季阴雨天，黄曲霉生
长飞快，到秋季收获时温度和湿度有所降低，黄
曲霉的活力也随之下降。作物生长过程中遇到了
适宜黄曲霉生长的环境，就会使黄曲霉数量暴
涨，导致采收的农作物中黄曲霉数量随之暴涨。
其实，很多时候农作物在采收时就已经沾染上了
大量黄曲霉，并且已经严重超标。由于黄曲霉个
体较小，肉眼几乎看不到，等到生长到肉眼可见
的程度已经到了严重超标的地步。

要想减少黄曲霉，可以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
进行合理密植，通风透气，注意防涝，及时排水。

收获粮食后要及时晾晒，减少水分，在低温、低湿
条件下进行储存。在使用过程中可通过升高 pH
值使毒素分解或者使用蒙脱石等脱霉剂，减少毒
素的影响。

碰到这种情况，人们也很无奈，总不能把辛
辛苦苦收获的粮食扔掉吧？聪明的人类想出了多
种办法来处理黄曲霉超标的农产品。

首先，人们想到人类自己吃的话会中毒，那
就给饲养的家禽家畜们吃吧，反正他们的命迟早
要献给人类。于是，大量的染毒农产品被做成饲
料喂给牲畜。还好，黄曲霉毒素在动物肉中的残
留相对比较少。当然，给动物吃后动物也会中毒，
轻则生长缓慢、上吐下泻，重则也会引起死亡。于
是人们将不同产地、毒素含量不同的农作物进行
混合稀释，高的和低的混合后取平均值，就获得
了可接受的毒素含量的饲料。

其次，也可以生产其他产品，比如酿酒、榨油
等，通过多次加工处理，精炼后获得的产品中通
常黄曲霉毒素的含量非常少了。然而，中间的副
产物———酒糟、油渣等废物中还含有大量的黄曲
霉毒素，一般是不允许用作饲料的。

不少土特农产品可能不安全

土特农产品大多由农户提供，也有一些农
业合作社和公司生产。然而，相比大型的食品
企业，这些土特农产品生产者规模小，政府监
管也不到位。

我相信没有多少土特农产品生产者知道黄
曲霉毒素及其危害，更谈不上有能力进行检测。
依据我了解的大量有机农场、生态农场、种植园
以及农业合作社，土特农产品可能存在黄曲霉
毒素严重超标的情况。

首先，这些农产品生产者大多并不清楚黄曲
霉、黄曲霉毒素及其危害。在我去过的北京、河
北、湖南和江西等地的几个农场（大多有一定规
模和知名度，都是在用纯粮食喂养禽畜），我多次
看到他们储存的玉米中存在霉变的情况。经询
问，他们并不知道霉变可能是黄曲霉引起的，也
不清楚黄曲霉毒素的危害，他们自己都在吃用发
霉的玉米饲养的畜禽的肉、蛋和奶。

其次，这些农产品生产者大多不具备检测条
件。即使有一些食品行业的内行人从事农产品生
产，他们大多买不起检测试剂或设备。没有人强

制要求检测的情况下，
生产者也不会自己进行
主动检测。况且，大多数
农产品生产者都在努力
地维持收支平衡，根本
无暇顾及普通老百姓根
本不知道、不在乎的毒
素的含量。

再次，农民很朴实
也都很现实，挣钱才是
硬道理。在看不出明显
区别的情况下，大多数
人会选择价格低廉的饲
料。而饲料价格低廉一
定是有原因的。这种饲
料一般有两种来源。一
是被大公司、粮食加工
企业拒收的不合格农产
品，其中不合格的原因
很可能就是黄曲霉毒素
超标。大量被拒收的农
产品就会以低价出售，
流向散户和零售市场。
二是这些被拒收的未加工的农产品和由此加工
成的副产品如酒糟、油渣等最终不会被销毁，而
是流向饲料企业，尤其是中小型饲料企业。他们
进行加工后再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农民。无论农
民用纯粮食还是饲料公司提供的饲料，无疑黄曲
霉毒素超标的可能性更高。

最后，一般土特农产品缺乏质量标准和质量
控制，生产的成品大多不经检测直接进入市场进
行销售。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在食用油、鸡蛋、牛
奶、豆腐等多种农产品中检测到黄曲霉毒素。

大企业产品更让人放心

从控制黄曲霉毒素风险方面来说，奉劝各位
擦亮眼睛，不要迷信土特农产品了。

我曾经也是土特农产品的忠实用户，但当我
知道黄曲霉毒素，知道我吃的土特农产品是如何
生产之后，我就更加谨慎了。相比大企业生产的
农产品，即使它们中可能含有大量的食品添加
剂、化肥、农药等残留，但相比黄曲霉毒素的毒性
来说，这些因素简直不值一提。

无论如何，大企业至少有自己的生产标准，
至少有检测和质量控制，相比土特农产品还是让
人更放心。从我获得的这些大企业购买食品安全
检测试剂盒的数量以及使用脱霉剂的数量信息
上来说，我还是对他们生产的产品质量更放心一
些。因此，我已经开始更倾向于购买大品牌、大企
业生产的食品和农产品，特别是与玉米、花生、鸡
蛋和牛奶等有关的食品。

追求利益是企业的首要目标，大企业的产品
更安全也是相对的。黑心的企业也不在少数，但
相对而言，大企业的管理还是规范一些。

放心的土特农产品需要政府的监管、民众食
品安全意识的提高以及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参与。
无论是小农户、中小企业还是大企业，只要他们
的产品上市销售就需要政府监管，需要通过国家
标准检测。检测结果不能仅来自于企业，还要来
自政府、第三方检测机构等。

别指望企业自己有良心，大众需求才是导
向。要想吃到放心的农产品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民众也应积极要求出示检测报告。只有这样，老
百姓才能吃到安全的食品。

工商部门去年以来
查处食品违规案件 1.4 万件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消费者协会、北京市消
费者协会等主办的“让食品消费更加安全放
心———食品安全主题座谈会暨消费者体验日活
动”在京举办。

据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介绍，从
2014 年至今年一季度，工商部门共查处食品主
体违法和行为违法案件 1.4 万件，食品违法广告
案件 2584 件，包括食品在内的假冒商标案件
7522 件，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 12.1 万件，案值合
计 7.7 亿元。在农村市场专项整治中，查处食品
案件 4411 件，查扣违法食品 36.19 万公斤，较好
地维护了食品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马正其要求，下一步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
门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积极营造食品安全
治理法治化氛围；二是依法加强食品市场监管执
法，强化食品企业信用监管，强化食品企业品牌
保护，强化部门协调配合；三是充分发挥“12315”
网络作用，切实维护食品消费者合法权益；四是
认真履行新《消法》赋予的八项法定职责，充分发
挥消协组织社会监督作用；五是大力倡导食品经
营主体尚德守法，依法履行消费维权第一责任人
责任，以持续的努力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 （方方）

五部委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作通知

本报讯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水利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环境保护
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作
的通知》（水农〔2015〕252 号）。

《通知》要求，一是切实落实农村饮水安全保
障政府责任，强化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刚性约束。
二是保质保量完成《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
二五”规划》任务，今年 10 月底前主体工程完工，
年底前全面完成。三是强化水源保护和水质保
障，落实工程建设、水源保护、水质监测评价“三
同时”制度。四是严格建设项目监督管理，全面推
行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建设公示制度以及用水户
全过程参与工作机制，鼓励和引导农民开展民主
监督。五是建立健全工程良性运行机制，确保工
程建得成、管得好、用得起、长受益。六是持续提
高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按照城乡发展一体化
的要求，启动“十三五”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作，进一步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供水保证率、
水质达标率。 （方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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