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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年货上
场，以前年货少不了鸡
鸭鱼肉、各类新鲜水果
等冷链食品，但近日，多
地进口车厘子、鸡翅等
食品饮料外包装或内表
面纷纷检测出核酸阳
性，让群众多了一份担
忧，冷链食品还能买吗？
还能放心吃吗？

注意这几点
安心备年货

春节临近，不少市民都开始准备年货了，必不可少
的肉类和进口水果，却与冷链食品相关。市民食品消费
方面应注意些什么？冷链食品新冠病毒的防控日益严
峻，怎么吃才最安全？近日，广州祈福医院营养科主任
区俊文做出科普：

谣言一：冷链食物只有车厘子、三文鱼或速冻食
物，其他都安全！

真相：冷链食品是指易腐食品从产地收购或捕捞
后，到消费者手中前，其各个环节始终处于产品所必需
的低温环境下，以保证质量安全，减少损耗，防止污染
的特殊供应链品。具体范围除了水果（车厘子）、蔬菜、
肉类水产（三文鱼）等，还有冰淇淋、奶制品、花卉产品
和一些特殊药品。

谣言二：冷链食品外包装发现新冠活病毒，冷冻食
品不能吃了！

真相：正规渠道购买的正常冷冻食品可以食用。截
至目前，全球共有8000多万例确诊病例，但并没有一
例是因为直接食用冷冻食品而感染的案例。区俊文主
任解释，虽然有很多进口货品在核酸检测中显示阳性，
但核酸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传染性。

谣言三：新冠病毒和进口食品有关系！
真相：疫情以来，国家将“冷链物流”的管理提高到

了一个新层次。最近报道的零星疫情，在任何官方报道
上都没有提及与进口食品有任何关系。

谣言四：冷链食品会传播新冠病毒！
真相：最近的案例都表明冷冻食品与新冠病毒相

关，但不能肯定食物本身就是传染源，也没有证据表
明新冠病毒可以通过被感染的食物传播。新冠肺炎
是呼吸道传染病，不是食源性疾病。新冠病毒主要经
人的呼吸道、飞沫和人与人的密切接触传播，经消化
道感染的可能性非常小。目前虽然冷链食品的外包
装上频繁被检出新冠病毒，但感染者基本都是市场、
物流的第一接触点人员，暂时还没有出现因吃冷冻
肉、冷冻海鲜、进口水果而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而
且从还原路线和轨迹来看，感染者都是防护措施不
足的人士。所以区俊文特别提醒大家手卫生不能松
懈，要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口罩继续戴、社交距离继
续留、咳嗽喷嚏必须遮、双手必须经常洗。在外用流
动水或免洗手消毒液时，尽量保持20秒以上。除此之
外，她还建议大家要做到这6点细节：

选购时

◆ 要到正规超市或市场购买冷冻食品，选购时最
好佩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或将一次性购物袋套在手
上再进行挑选。

◆ 购物回家后立即用肥皂或洗手液清洗双手，分
开放置外面衣物和家里衣物；洗手前，双手不碰触口、
鼻、眼等部位。

◆ 海淘、代购境外国家或地区商品，包括境外冷
冻食品，要及时关注海关食品检疫信息，收到货品后做
好外包装消毒。

烹饪时

◆ 用固定的容器浸泡清洗食材，防止水花飞溅，
处理食材后要用肥皂水洗手20秒。食物、容器、刀具和
砧板等要单独放置，避免交叉污染。

◆ 烹调食用冷冻冰鲜食品时，应做到烧熟煮透。
海鲜食品尽量避免生吃、半生吃、酒泡、醋泡或盐腌后
直接食用；冷冻冰鲜食品放置冰箱冷冻室保存时，要与
熟食分层存放。

◆ 在常温自来水下轻轻冲洗水果即可，建议尽量
削皮后食用，不要用消毒剂直接喷洒清洁。

专家提醒市民，只要我们注意手卫生，彻底煮熟冷
链食品，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很低。但如果接触或食用
冷链食品后，出现了发热、腹泻等症状，要及时到发热
门诊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食用时间、食品种类和食材
来源等信息，以免延误病情。 （综 合）

冷链食品还能买吗？

中国科协科学辟谣平台与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共同发
布的“2020年食品安全与健康流言榜”中提到，在全球8000多
万确诊病例中，到目前还没发现因直接食用冷冻食品而引起
的感染。也就是说，正规渠道购买的正常冷冻食品是可以食用
的。疫情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两项法规，将“冷链物流”的管理
提高到了一个新层次。进口产品及包装被检出阳性也表明我
国的疫情防控措施非常严格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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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目前没有新冠病毒经
食物传播的证据。

冷链到底是个什么“链”？

冷链是指某些产品在加工、贮藏、运输、分销和零售、使用
过程中，各环节始终处于产品所必需的特定低温环境下，减少
损耗，防止污染和变质，以保证产品安全的特殊供应链系统。
冷链已经深入百姓生活，可以说，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冷
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条“链”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包括
初级农产品、加工食品、特殊商品（如药品、疫苗）等。当然，其
中与生活交集最密的还是冷链食品，冷藏冷冻类食品在冷链
物流中始终处于规定的低温环境下，可保证食品质量，减少食
品损耗。

采用冷链物流运输的食品，比一般普通冷藏食品的贮存
期长一到数倍，通过流通环节控制温度，能有效降低微生物生
长和食品腐败。同时，在冷链物流的过程中，通过气体调节的
方法，抑制果蔬采摘后的呼吸状态，从而达到果蔬保鲜的效
果。可以看出，冷链物流对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便利性发挥
着重要作用。

为何冷链食品容易“中招”？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曾表
示，新冠病毒污染其实与产品是鱼、虾、鸡翅还是其包装并无
关系，关键是冷链环境，在全程-18℃的低温条件下，怕热喜凉
的病毒更适合存活。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也曾对病毒的存
活环境进行科普，她指出，一般情况下，病毒在冷链上能较长
时间存活。在我们已知并掌握的病毒中，一般病毒处于4℃左
右可以存活3个月至6个月，而在零下20℃以下的环境，可以
长期存活20年左右。当然，不同的病毒存活时间也不一样。

冷链中的新冠病毒从哪来？

2021年1月8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和周鹏
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文章《新冠病毒的跨种群传播》。文中
指出：目前全世界仍未确定COVID-19病原体的直接来源。这
一年多来，报道的冷链产品上被检出新冠病毒，多数都是在进
口冷冻生鲜外包装上，其中“中枪”最多的就是水产品。但这些
外包装的病毒到底是从哪里来，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定论。只是
判断可能沾染了感染者的飞沫等，也就是说，可能是人传物。
如果生产国，特别是生产地的疫情没有结束，冷链从业人员被
感染的风险高，食品表面被从业人员污染的风险就高。食品生
产和加工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在冷链包装和运输方
面，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能让机器帮助完成。目前在国外很多
地区疫情得不到基本控制的情况下，如不切断污染源头，就会
不断在冷冻食品及包装上检出病毒阳性。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