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什么东西不能吃了呢？

几乎每一天，网络上的新闻就会曝出一款食品危

机。从牛奶到地沟油；从抹粉的小黄鱼到喷甲醛的白菜，各

种匪夷所思，都会成为铅字，证明事件的真实存在。

这些天，人们突然把对食品的关注，投入到日常生

活里最基础的一种物质：水。城市居民没有一个人可以逃

避使用的自来水，在近期官方通报的数据中，我国出厂水

质达标率竟然只有83%，另有17%的自来水出厂时就已

经不合格了。

随着人们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自来水，更多真相

被挖掘。有原美国夏威夷大学环境专家董良杰，在实名

认证的微博上发言，“中国饮水里雌激素干扰物研究发

现，23个水源都有，长三角最高。另外，它们作为持久污

染物，一般水处理技术去不掉；人体积累，后果难料。”

在如此大环境下，食品安全保卫战，想要取胜似乎

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

在复旦大学研究生吴恒创办的“掷出窗外”网站

上，水的问题，可以被替换成其他任何一种食品的问

题。在该网站5月的资料库中，问题食品从食用油，到红豆

冰棍，从海参到酱油，从韭菜到土豆……

任何想象得到，和无法想象的食品都潜伏着重重危

机。对于这些学者可以做宏观论述，媒体可以做深度调

查，但对于只想“安全”的城市居民而言，撇去所有的道

理、规则外，只想要一些简简单单的办法，来保证自己的

餐桌安全。

很多人在恐慌中，给自己列上了一张“食品黑名

单”，把出现问题的食品，从自己的菜谱中删除。牛奶出问

题了，不喝牛奶；果汁有问题了，不碰果汁……但如果他

或者她看了“掷出窗外”网，或许，有一天，菜谱里只剩下

空气了。

可惜，空气有时候也不那么干净。看似阳光明媚的

天气，却是个污染天。

水源、空气、土壤、水……大自然赠予的资源，孕育

出人们食用的瓜果蔬菜、粮食，河流中滋养出各种水产

品，粮食喂养了家禽，草地畜牧了牛羊……原本和谐自

然的生物链，在今天已经问题重重。有些是烂在源头，有

些出现在生产物流链中，另外一些则在终端消费上。每

一个环节上的人，既可能是罪恶的发生者，也可能是罪

恶的承接者，“人人都可能是作恶者，人人都可能是受害

者”。

吴恒以“易子相食”衍生出一个新词“易粪相食”，试

图概括问题食品生产商践踏法律和道德底线，又自以为

可以在大环境中保全自身的行径，不过是种掩耳盗铃的

行为。

在一种过度恐慌的时期，人们迫切希望抱团取

暖，找到一个安全的“联盟”。食品安全联盟，是一个民

间组织，它在微博上赢来了众多粉丝，既传播着各种食品

安全问题，也请来专家试图做科学的二次解读，同时还

及时回复普通网友们的询问，帮助提供问题食品维权的

方式和思路，为大家答疑解惑。

因为无知才会害怕与忧惧，“食品安全问题正让越

来越多的人，成为这方面的专家”。食品安全联盟的发起

者张旭东希望人们回归更多理性，来应对自己的生活，面

对各种看似可怕的现象。

云无心，生活在美国已经11年的食品专业的专家学

者，一直在为国人科普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与绝大多数

网友面对今天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时的愤怒不同，云无心

一直号召大家理性看待各种食品安全事件。他认为，愤

怒、惊慌都非正确的态度，正是这种惊慌会带来更多的

非理性。

他以美国为例，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做到

食品安全无事故。但完善的监管体系、强有力的执行

力度、媒体的专业与客观，可以让民众看待问题更加理

性，拥有安全感。

但无论看似多么悲观的境地，都应用最努力的态度

去面对。有城市居民努力让自己的餐桌更加“绿色”，把菜

种在阳台上，有的给自家装上了净水系统，使用国外品牌

的锅具烧水，防止国内不合格产品析出重金属，且放置在

国外知名品牌的热水保温瓶中。也有人只要发现“绿色”食

材的基地就在网络上奔走相告。

食品安全危机时代的人们，互助着，大家的生活方

式也因此而改变。

同样改变的，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今年3月底，上

海食品安全投诉热线“12331”开通启用，上海也因此成

为全国首个实现食品安全举报投诉“一号通”的城市。热

线启用后，市民遇到食品安全类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12331”进行咨询、投诉和举报。

与此前多部门监管，又不知道向谁投诉的难题相

比，这至少是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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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行动。他们的行为也许微小，不足已改变现实。但是，这种保卫绿色餐桌的自救与互助汇
聚在一起也是力量，这种力量对于今天的食品安全问题哪怕只是推进以毫米，也是推进。

文 l 陈筠   图 l 龚凌

餐桌自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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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研究生吴恒2011年创办了一个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维基百科”网站“掷出窗外”网，随着这一年来
中国食品安全事件的层出不穷，吴恒和他的网站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文 l 陈筠  赵艺婧   图 l 张贤人

掷出窗外！给问题食品绘张图

“我主动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掷出窗外”的首页上，是一张“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图”，从

2004年到2011年，以红色显示的重灾区，越来越多。2004年，全国仅有

4个食品安全严重区域，2011年发展为11个，长江以南地区几乎“全军覆

没”。

吴恒，这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原本的专业和食品

完全搭不上界。有一天，当他看到自己最爱的牛肉盖浇饭里的牛肉，极

有可能就如同新闻所说，是用了“牛肉膏”所制的，他就突然吃不下去

饭了，脑子中还闪现了这样一个念头：把这些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都

统统放在一起，看看中国到底有哪些食品是安全的？

为此，他延期了研究生毕业的时间。

复旦大学研究生寝室，这个85后射手座的男孩子的房间，相当的

凌乱，行李箱、杂糅成团的衣物、书籍，地上随意地放着水果。与乱成一

屋的环境相比，吴恒面对采访的思路却相当的缜密和清楚。

“了解更多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现状，就越是很难让人对现实平

静。”吴恒说，他原以为身处校园，只要不吃路边摊、烧烤、麻辣烫，那

么有毒食品即使存在，也与我无关。“但实际上，连我特别爱吃的老酸

奶都无法幸免”。

去年6月，吴恒与其它33位志愿者一起，将能搜集到的与食品安全

相关的新闻做一个数据库，呈现给公众，并根据这些搜集到的新闻进

行进一步的分析，描述趋势、总结规律，创办了“掷出窗外”网。

2012年的5月，由于微博名人的助推，吴恒的这个网站，两周内迎

来了400万次的点击，一度因流量超负荷而瘫痪，他连夜自费更换了网

站服务器并购买了新的域名。“费用很便宜，差不多600元一年。”吴恒

对生活周刊记者说，目前该网站的维护工作由他和另外一位志愿者主

要负责。

“我会主动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吴恒如是说。

“易粪相食，每个人都可能吃垃圾”
“掷出窗外”网上主要是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资料综合。在

其资料库上，共有2517篇相关的新闻报道，随着吴恒再度被媒体关

注，网站也迎来了更多人的关注群体。短短半月时间，就由其他网友添

加了100多篇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新闻报道链接。

网站的调查报告区，有一篇名为《易粪相食：中国食品安全状况调

查（2004-2011）》的调查。

“所谓‘易粪相食’，就是每种食品的生产者都清楚自己制作的

食品是垃圾，因此从来不吃，长此以往，每个人吃的都可能是垃圾。每

次听到这些人沾沾自喜的口气时，我总是悲从中来——我做的鸡翅

有问题，我不吃鸡翅，但是我会喝牛奶；我卖的牛奶有问题，我不喝牛

奶，但是我吃鸡翅。无论愿意与否，在食品安全问题中，没有人是一座

孤岛，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运行快一年之后，吴恒说，“网站的管理其实很简单，因为网友可

以自行添加，我一般就是审查下内容是否真实，是否来自正规媒体的

发布。对于内容本身，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士，不会做具体的内容甄

别。我相信正规媒体的消息，还是有权威性的。”吴恒说，目前虽然每

天都要维护网站的运作，但纯技术性的花费时间很少，只要每天抽空

三五分钟即可。

对于网站的局限性，吴恒毫不讳言。“掷出窗外”所搜集的只是刊

登在纸质媒介上的，且被放到互联网上的电子版食品安全新闻，与真

实情况下全国所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的数量相距甚远，且真实性也有

待审查。同时，吴恒很清楚地将网站定位为关于食品安全问题曝光新

闻的搜集、整理和展示类网站。这个网站仅仅是一个展示的平台，虽然

有互动的留言区，但90%以上的网站访问属于初次访问。大部分的人

在来“观光”过网站后，就没再回来过。

“掷出窗外”给了消费者一个了解食品安全危机的平台，却没有

教会他们如何主动地去防御食品危机？吴恒对此解释说，社会有社会

的分工，食品安全并不是他的专业，他能做的就是将相关的最新、最

全的资料收集齐。为了保持网站的公益性和公正性，网站拒绝接受企

业捐助，但如果有更为专业的公益机构或基金考虑接手运作“掷出窗

外”，能让网站的公共效益发挥到最大，他亦“何乐而不为”。

被吴恒“掷出窗外”的食品：
吴恒说，虽然知道了许多食品不安全，但生活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大多数食品还是得该吃

就吃，该喝就喝。但就他个人，目前有些食品被他排除出了日常的饮食菜谱。

1、坚决不吃烧烤，因为油和原料的来源无法确保； 

2、不碰奶制品，包括牛奶和老酸奶；

3、牛肉盖浇饭不吃了。

吴恒对消费者的建议：
1、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消费警惕，食品安全与人人有关。

2、要树立正确的食品安全观和消费观。不应对食品添加剂持无所谓的态度，也不应妖魔

化一些符合食品安全的食品添加剂。

3、要积极参将民意反馈给相关政府部门，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渠道有消费者权益协

会，上海专门的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受理中心等。

他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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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监管的弊端，解决利益的跨区域和监管的跨辖

区问题，掷出窗外的食品将越来越少。

约谈的内容也让网友们很关注。事后，吴恒

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出了《那些年，我们一起推进

的一毫米》一文，详细记录了当天接受上海食安

办约谈的纪要。他说，“正是因为网友的关注和转

发，民意被 倾听和重视。”

网站出名了，吴恒也出名了。但是理智的他

明白随着网站过了关注期，一切又都会恢复平

静。但是这个网站，他会努力继续办下去，一如既

往保持网站的公益和公正。

今年的7月，吴恒即将硕士毕业。他目前正在

一家互联网的创业公司实习，创办“掷出窗外”某

种程度上也帮助他获得了这次实习的机会。

“毕业后，我会争取去国外学习，还是从事历

史专业相关的领域。对于食品安全领域而言，我

总归是个外行。”吴恒说，他喜欢历史，就是因为

喜欢才跨专业考研到历史专业。而建立“掷出窗

外”的原因之一也和历史有关，“为后世留下点这

个时代的印记，至少让几十年后的人们知道，这

些触目惊心的报道，是真实存在过的事件。”

“一起推进一毫米”
吴恒的书架上有几本醒目的书，《宁鸣而

死，不默而生》《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讲辞》《耶

稣的真实王朝》，它们似乎隐隐地向外界透露着

吴恒的内心世界。接受采访的这一天，吴恒不时

转向电脑屏幕，专注忙碌地制作着一份PPT。这一

天下午，他要接受上海食安办的约谈，内心不免

有些紧张。他说，他期待着，这次约谈或许能开启

一个官方与民间的交流渠道。

“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层出不

穷，原因之一就是犯罪成本低。每次发生问

题，监管部门只是象征性地罚款，罚款金额与制

假获取的暴利相距甚远。因此只有加大惩罚力

度，让黑心企业罚不起，才能制约那些贪念。除

了重罚外，政府部门还应该加强监管。培养人

们的道德观、树立信仰固然是一种更为有效的

解决方法，但加强监管效果来得更快！此时此

刻，人们更需要的是法律，而不仅仅是道德规

范。”不过吴恒也表示，他对中国的食品安全问

题并不悲观，他倾向于相信目前的问题只是经

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如果可以解决多部门

吴恒
复旦大学研究生，掷出窗外网创办人

自救行动

1，创办掷出窗外网，公布每个地区

被媒体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

2.撰写调查报告，展示中国2004年

到2011年食品安全问题。

（如果一件事值得去做，就好好地做。）

——吴恒座右铭

If it's worth doing,
it's worth over doing.



1419

08

2012.
05.22

焦
点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牵动着每一个国人的心弦，很多人的生活也因此而改变。张旭东和他的同事们组建了“食
品安全联盟”，他们与专家一起，为网友答疑解惑；云无心，一位在美国生活的食品安全博士花了大量的精力，为国人写作
了大量的科普文章，让更多人能理性地看待食品营养与安全；王俭，上海这个城市里的普通居民，用自己的生活智慧，努
力将家庭餐桌生活构建得更加健康和安全。

文 l 陈筠   图 l 受访者提供   资料

食品安全面前，没有人是孤岛

王俭是这个城市里的普通居民，自从儿子出生

后，他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焦虑感与日俱增。注重

原材料的选购，爱上DIY，将最大的家庭花销花在购

买各种厨具用品上，研究各种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信

息，看似夸张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正是王俭对于保

证自己家庭食品安全的一场自卫战。 

看过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王俭很是流了一

番口水。片中那些美妙的食物，只见形，就如闻到了

味，让他回忆其曾经美妙的口感体验。但他说，“为

了不去亲近那些元素周期表里的各种元素，我很久

都没吃排档了，早餐也坚决不碰外面的小摊，一般

是自制或者到单位食堂就餐。”这些年来，在吃的方

面，王俭很有自制力，如同一个清教徒一样。

这个理工科出身的三十出头的男人，这些

年，有了一个看似不是很男人的爱好：DIY蛋糕、面

包。“也是通过新闻了解到，很多面包店出产的面

包，用的油脂很不好，有的是代可可脂，用了棕榈油

什么的，饼干之类的零食更是如此。”王俭对生活周

刊记者说，添加剂、防腐剂之类的东西，很不安全。

“如果没有孩子，我们可能也不会这么纠

结。”王俭说，为了保证一家人早餐的安全，他学起了

烘焙，并购置了面包机、烤箱，同时让孩子妈妈一起

学习，保证每天都有新鲜的面包供应。

“老人其实会觉得我这些行为有些夸张，他们

有时会说，这么多年过来了，大家不是生活得好好的

嘛？话虽如此，父母还是很支持我们在吃方面的‘疙

瘩’（挑剔）。”王俭的父母家在乡下还有亲戚，会

有一些新鲜的蔬果送过来。“但送菜实在是很麻

烦，多数时候，父母还是自己注意挑一些蔬菜，譬如

买有虫眼的菜，有时是有机的。但说实话，我们对有

机蔬菜是否真的有机，也没有信心。”王俭说，相比

蔬菜，他们一家人对吃的鸡蛋更为重视。

接受采访这一天，王俭家正好收到了乡下亲戚

送来的100多只新鲜的农家散养鸡蛋。“吃过真正散

养鸡蛋的人，是不会喜欢吃外面的鸡蛋的，何况给

有些产蛋的鸡使用了很多的激素药物，饲料也可能

有问题。”王俭说，一般亲戚集中收集10来天，就能

收集到100多只鸡蛋，这够他们一家子吃好一阵子

一个普通市民的食品安全自卫路

王俭家的饮食法则

尽量不吃或少吃深加工的食品,加工的过程中可能会添

加到东西会很多。

少吃加碘盐，上海身处沿海，居民又习惯吃各类海产

品，很多人并不缺乏碘元素。“近期我们单位体检，有超过60%

的人被发现有甲状腺结节。”王俭说。

外出就餐，主要挑选食材新鲜的日料店，意式餐厅；如果

去中餐店，基本上少去用油大的川菜店，点菜主要点清蒸、白

灼的菜式，尽量多食用能看出食材本身新鲜度的菜品。

了。

夏天到了，卤味的诱惑更甚了。不过王俭家的餐桌上，从来不会出现

外面的熟食制品和卤制品。“实在很想吃的话，会自己去超市买有品牌的

鸡爪子，然后自制泡椒凤爪。来过过瘾。”

王俭做中学老师的妻子对记者说，为了吃得安全，他们家把大部分

的收入都花在了饮食上。“我们还是相信一分价钱一分货，在牛奶出了

这么多事情的情况下，现在我们喝的牛奶，都是超市里最贵的一款”，王

俭说。

“比如老人吃蜂蜜养胃，还促进消化，但国内的蜂蜜很多有问

题，感觉是糖水一般。现在我们家吃的蜂蜜，都是新西兰的，它很粘

稠，搅动起来如同麦芽糖，但真的很不错。”王俭说，虽然价格要500元

左右一公斤，但他认为这是值得的。

“除了大米、蔬菜这种需要大量消耗的食材外，我家的大多数零

食、调味料，都会去购买进口食品。”王俭说，这是他作为一个普通城市

居民可以努力的程度。

水的安全，亦是这个家庭非常重视的。“家里安装有净水器，虽然商

家称可以直饮，但我还是不相信的，一般都是会用医用不锈钢的厨具煮

开，然后放置在某日本品牌的热水壶里。” 

在听闻国内知名品牌的厨具不合格，会有重金属析出的新闻后，王

俭就选用了一套称使用医用不锈钢材质的厨具，以保证自家加工食品过

程中的安全。

1

2

3

王俭的孩子吃着父母自制的面包

王俭
普通市民

自救方法

1，DIY主食。

2.吃乡下收来的鸡蛋、买

超市里最贵的食品。

3.对厨具要求也非常严

格，使用达到医用标准的厨具。

无论愿意与否

在食品安全问题中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1.打针西瓜

2.学生自制明胶酸奶

3.含有明胶不化的棒冰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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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个匪夷所思的食品安全问题爆出，许多人发出这样的感

慨，“食品安全问题逼得更多人成为各种专家”。半年多来，张旭东和他

的同事们，也正逐渐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与普通人相比，这个团队本身都拥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他们是中国

数字农村网的同事，大多毕业于相关的农业大学。在新浪微博上，“食品

安全联盟”拥有将近两万四千的粉丝，每天及时发布与食品安全相关的

新闻信息，回复网友的相关咨询，并帮助打算维权的网友提供解决问题

的思路方法。

“之所以称为联盟，是希望能联合更多关注健康和食品安全的国人

和机构，一起维护一个公共平台，实现信息的交流和互动，一方面在食品

安全领域了解各种知识，另一方面也通过公共交流平台及时发现一些谣

言和误区，最终实现不盲目悲观，不掩耳盗铃，促进从生产到流通以及消

费终端的安全透明和可追溯。”张旭东对生活周刊记者说。

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让许多人产生了悲观的情绪。“现在的

问题是，往往某种食品一出现问题，媒体、网友就会把它一棒子打死。有

一个极端的网友，就列出了一张喜爱饮食名单，每当出现一种食品出现

问题，她就划掉一种自己喜爱的食品。”张旭东说，按照这张“食品黑名

单”，不久之后，她就要面临没有东西可吃的地步了。

“大家的饮食习惯和长期对食品购买消费所形成的一系列惰性，不

愿意去主动辨识，这也是产生悲观反应的原因。”张旭东本人的生活，因

为发起了“食品安全联盟”，而产生了不少改变。“现在对食物的追求和

考量，变得更加客观和平衡。除去食品安全的问题，自己还会注意到营

养安全的问题。”张旭东说，一般他出去吃东西，最大的经验是，先去判

断一下这个食品的成本与收益的问题。“前些天媒体上所说的老油涮

锅，如果你简单地核算一下，就会知道，这个成本要大于收益。在这种情

况下，你如何能期望食品好吃、便宜还能还有安全呢？”

张旭东表示，排除国人对食品安全大环境的悲观和恐慌，需要做很

多的工作，这也是他们团队的努力方向。“未来我们将在手机、网站以及

其他便利手段下提供更为快捷的查询和求助途径，国人只要做好两件

事：一是知道关注和求助，二是拥有便利的工具性，一想到问题，你就能

得到你需要的信息，恐慌等情绪自然消解。”

他以甲醛白菜为例，“在当前的保鲜剂使用现状下，也是一种常见

方式，农民在保鲜的成本投入和预计收益是密切相关的。甲醛具有挥发

性，在洗菜的过程中以及烹炒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剩余，人体自身的精密

性会解决一部分微乎其微的所谓残余。况且甲醛主要涂抹在根部，喷洒

在叶面上，这种腐蚀性会伤害菜质，菜农也不会那么傻。”

乐嘉
家中后院一小块地，已有番薯和玉米，辟出一半，原打算搞点花，现强烈决定

熟读「本草纲目」，种点救命的草，万一腿脚不便机能衰竭，自家磨药粉熬药

膏，自给自足，不能冤死在胶囊皮之下。

刘翔 送黄瓜咯！自家种的！

李开复
1)自己种菜，买有机农场菜，2)台湾、东南亚水果，3)多吃牛羊(因为它们

吃草)，少吃猪鸡鸭，4)欧洲三文鱼、鳕鱼，5)水过滤后，再用美国锅煮

沸，6)新西兰奶粉、合资“万得妙”牛奶酸奶，6)乡下柴鸡蛋、柴鸡，7)台湾皮蛋、酱油，8)港台面

条、罐头、零食，9)泰国米。

许多网民说吃不起。我想说：1)应该有好几项，人人做得起，2)建议能做多少做多少，3)健

康重要，考虑金钱花在何处，4)很多人每天吃的营养超过需求，不妨少吃，而吃健康些。

信息越充分，恐慌越少
生活周刊：对于许多网友的提问，你们如何保证解答的科学性，在

传道解惑上，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谣传和错误解答?

张旭东：我们解决不了所有的食品安全问题，只能尽量避免谣传，也

要防止传播一些行业、企业之间的恶意竞争打压的信息。在公众面前，让

问题食品得到充分暴露，促进科学信息和饮食安全健康理念为更多人所

认可，是我们工作的核心。

生活周刊：微博上转载的很多关于食品安全的新闻,你们是如何做

二次解读的?

张旭东：新闻的转发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新闻的特质决定了有些

消息是需要求证的，我们只提出疑问，或者质疑思路，适度进行引述，不

当裁判。

生活周刊：你们是如何与粉丝互动、互助的？

张旭东：有很多人经常把我们这个平台当成问题解答的终点，从这

点上来说，这也不是我们联盟追求的终极目标。无论我们集合了多少专

家，都依然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提供一种理性的思考方

式和解决思路，随着更多专家和业界资深人士的平台交流，提供更多不同

角度的解读，避免以偏概全。

每当说起中国食品安全环境的现状，并没

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勿需恐慌时，云无心的

博客和微博中，常会受到一番网友的攻击与谩

骂。云无心，从2008年开始为媒体写作关于食品

安全的作品，是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得美国

普度大学农业与生物系食品工程专业博士，目前

在美国的一个食品原料公司做研发工作的专业

人士。

他出版了《吃的真相》、《吃的真相2》，并以

专家身份，为网友和媒体解读新闻事件中的各种

食品安全问题与食品误区的真相。“我希望自己

的文章能够让公众更加冷静客观地看待这些事

故。虽然受到了很多谩骂攻击，还是有许多读者

能够理解我所说的东西的。”

与多年前中国的食品安全环境相比，云无心

对生活周刊记者表示，“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 并

不是‘愈加严重’，而是公众‘关注更多’了，公众

‘更加敏感’了。”

如其在写作的《“毒食物”真有这么多

吗——盘点2011的食品事件》中所言，云无心表

示，“‘事件’而非‘事故’，很多只是新闻，也仅仅是

新闻而已。虽然很吸引眼球，但跟食品安全无关。” 

以食品添加剂为例，云无心认为，目前公众

对食品添加剂的恐慌与偏见过深。“食品添加剂

本身给食品带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比如糖

替代品减少了糖的摄入，对于多种慢性病以及控

制体重都大有好处。而食品胶增加食品的稳定

性，改善口感，还能提供一部分膳食纤维——而

膳食纤维本身，是目前很多人的食谱中都应该

增加的。即使是防腐剂，带来的好处依然是主要

的。如果肉类不防腐，那么就只能采取其他昂贵

的保存方式——任何生产成本的增加最终必然

要由消费者来承担的；或者冒着致病细菌产生毒

素的危险——肉毒素的危险。”云无心说，中国批

准食品添加剂有2400多种，其中1800多种香精香

料和77种一般的食品添加剂，无论如何“过量食

用”都不会带来安全性的问题。另有一些只要规

范使用，也是安全的。

面对不少公众不信赖国产食品，更信任进口

食品的现象，云无心表示，“相对来说，进口食品在

质检指控上会做得好一些，但进口食品并非‘安全

保证’。”但他也对生活周刊记者表示，实际上，国

外其实也有很多食品安全的事件，“譬如美国婴儿

吃了奶粉后死去的那个事件，跟圣元奶粉那个事

件性质几乎一样，后果都是死人；中国的所有关

于蔬菜水果的所谓‘安全事故’，没有一起能比美

国的哈密瓜事件更严重，那起事件导致了一百多人

被感染，几十人死亡。但是这两起事件在美国并没

有引起恐慌，因为不管是媒体、主管部门还是公

众，都能够理性地对待事件，等待事件的真相。前

者纯属意外，跟奶粉无关，而后者只是一起偶然

事件，并不是所有的哈密瓜都不能吃了。” 

一个食品工程博士的观察与思考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保证食品绝对安全
生活周刊：你在美国生活了11年，谈谈你在国外看到食品安全大环境的一些感想？

云无心：世界各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保证食品绝对安全。美国的监管体系比较合理，更重要的

是，执行得更好。美国媒体在报道食品新闻时的专业、客观和理性，实在是值得中国媒体学习。因为监管

执行得比较好，媒体报道也比较专业和客观，美国的公众相对来说要理性得多。

生活周刊:普通居民面对今天的中国食品安全大环境，有一些茫然,你对此有什么样的建议？是小心

原材料，还是不要有心理负担，该吃就吃，该喝就喝？

云无心：公众不妨记住几点。1、不是传统的就是安全的，存在的历史长只是说没有发现存在“大问

题”，小问题是发现不了的；2、不是大家不熟悉的就不安全，每一项新技术新产品都会经过大量的安全

检验，而那些检验标准严格到很多“传统食品”都可能通不过；3、任何食品都有捣鬼的可能，但是市场上

有人捣鬼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食品都在捣鬼，重要的是你购买的渠道是否可靠；4、越是深加工的食品捣鬼

的机会越多，而原料捣鬼的机会就要少许多；5、食物多样化、购买的品牌多样化，可以分散风险。

一个粉丝联盟的互助与维权

他们的餐桌自救法

张旭东
食品安全联盟发起人

互助手段

1，创建信息互动公共平

台，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2.集结专家资源，对网友

提供互助咨询。

3.对当下最热的食品安全

事件，尽量给出最全面、最专

业的解释。

云无心
农业与生物系食品工程专业博士

互助手段

运用专业知识，告诉公众吃

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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