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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越是保持原汁原味纯天然就
越安全健康，这是现在不少人的想
法。当人们在超市选购食品时，“不添
加”“零添加”往往成为选择标准。不
过，近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
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办法》），向社会公开
征集意见。《办法》明确规定，食品中不
能使用“不添加”“零添加”等标识。这
是为什么呢？

其实所谓“零添加”只是商家宣传
的伎俩。食品添加剂是调味、保质的
需要，现代食品生产加工离不开食品
添加剂，真正“零添加”的食品几乎不
存在。

因此，一旦不得标注“零添加”等
规定正式通过，将有利于规范食品标
识标注，大大限制了部分商家用“零添
加”误导消费者的操作；有利于加强食
品标识监督管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
权、选择权；有利于引导消费者正确认
识食品添加剂，保护消费者和食品生
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现代食品生产加工
离不开添加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
吃的标准也越来越高，很多人一看到
食品说明书上一连串不认识的化学
名词就心慌，担心食品中添加剂的不
规范使用会带来安全问题，甚至到了
谈“添加”色变的地步。

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研发中
最活跃、发展和提高最快的部分之
一。它是为改善食品色、香、味等品
质，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
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
天然物质。食品添加剂大大促进了
食品工业的发展，只有使用食品添加

剂才能延长食品的贮藏期，保证食品
安全，为人们提供更加美味和营养的
食品，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食品添
加剂是现代食品工业发展的产物，没
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
业。因此食品添加剂也被誉为现代
食品工业的“灵魂”。

进入食品工业化后，经过企业加工
的预包装食品，想找到不含食品添加剂
的食品还是挺难的。有些人觉得自己在
家炒菜做饭是不是就能远离添加剂了，
其实炒菜做饭使用的各种调料也不乏添
加剂的身影，比如酱油含有焦糖色、山梨

酸钾、苯甲酸钠等食品添加剂，食盐中加
的抗结剂、食用油中加入的抗氧化剂等
都是食品添加剂。这就是为什么如今食
用油放久了也没有“哈喇味”，食盐在夏
天也不容易结块的原因。

还有人购买食品的时候会比较
配料表，觉得食品添加剂种类少的食
品比添加剂多的食品更健康。其实
只要是合法、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其加入的种类多少并不影响食品的
质量和安全。

写了“零添加”
也不一定没有添加剂

如果是未添加不合法的添加剂，
那就像咸鸭蛋包装上写着“未添加苏
丹红”一样，它本就不应该出现在产
品里，更不应该出现在包装上，因为
产品里不含非法添加剂是厂家的责
任与义务。而如果“零添加”指的是
未添加合法的添加剂，这种情况就更
有意思了，国家本来规定可以添加的
添加剂，产品上却大写加粗标明未添
加，就会对消费者造成误解，认为这
些添加剂有害。

此外，还有部分商家标识并不会
说明是未添加什么具体物质，只是笼
统地说未添加，让人以为这是没有任
何添加剂的食品。比如一些本身就不
需要添加防腐剂的食品，因为它们没
有让腐败微生物繁育的环境，像蜂蜜
（高糖）、方便面饼（干燥）、腌渍食品
（高盐）等。虽然这些食物可能没有防
腐剂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会含有其
他食品添加剂，这都会对消费者造成
误导。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有的食品包
装遮遮掩掩，尽管醒目标注了“零添加”

“不添加”，而实质上却添加了。也就是

说，所谓“零添加”“不添加”成为商家宣
传的伎俩，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知情权，
而且扰乱了食品市场竞争秩序。因此
禁止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在食品外包装
标注“不添加”“零添加”，不仅有助于规
范和约束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行为，还能
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零添加”
不意味着更健康、更安全

其实即便真的“零添加”，也不等
于一定安全、健康、营养。比如食品防
腐剂是食品添加剂中的一大类，用来
防止或延缓食品腐败变质，延长食品
保鲜期和储存期。有一些蛋白含量比
较高的食品，必须要添加防腐剂来保
证产品质量安全，否则更容易腐败变
质。因此在适合的范围添加防腐剂，
其实是对食品安全的保障。

有时候适量的食品添加剂，反而
可以减少和消除食品制作过程中有害
物的产出。比如在腌制食物时，适量
添加抗坏血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维
生素C，可以有效降低致癌的亚硝酸盐
的含量。还比如很多人爱吃的风干腌
制肉类、发酵类食物、豆制品，在制作
过程中，易产生能释放剧毒毒素的肉
毒杆菌，极少量就能使神经麻痹，进而
引起呼吸衰竭，造成死亡。而这类食
品在食品工业化生产中，有专业技术
人员负责控制添加剂的用法和用量，
生产也有标准流程，以减少有害物质
的产生。在生产过程中和进入市场
前，还要根据国家标准，对产品进行质
量检测。

所以，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本来
就有保障安全的作用，“零添加”并不
会在安全性上有更多优势。

（转载自科普中国）

“不添加”“零添加”真的靠谱吗

头发可以长很长
为什么眉毛不可以

■ 闫鑫

我们看到的弧形彩虹
其实是圆的

■ 梁一凡

我们总把彩虹比作一座拱桥，对神
秘的彩虹尽头充满遐想。然而，彩虹并
不存在尽头，因为它的全貌是个完整的
圆环。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彩虹永远
是一道弧线呢？

先了解一下彩虹的形成原理：雨后
空气中的小水滴就像一个个棱镜，阳光
入射后因介质改变发生折射，接着在水
滴内发生反射，再折射出去。阳光中不
同颜色的可见光折射率各不相同，折射
后便会分离开来（色散）。照向地球的
阳光可近似看作平行光，从水滴不同位
置入射后会发生向各个方向的偏折，其
中与入射光夹角为40°~42°（从紫光
到红光）的折射光最强，这也是你看到
彩虹时的视线与入射阳光的固定夹
角。即使你改变视角，彩虹的位置也会
随之移动，所以你永远追不到彩虹尽
头。基本原理中固定夹角的限制，当太
阳在我们头上时（例如正午），折射的光

线进不到眼睛，所以看不到彩虹。必须
到下午4点以后，彩虹才会在山峦或城
市的天际出现，而且随着时间越接近傍
晚，彩虹的位置会越高。

根据同样的原理，考虑以通过眼睛
平行于入射阳光的直线为转轴，旋转造
成彩虹的入射光线，这时进到我们眼睛
的折射色光，会转出一个圆锥面。如果
入射光不平行于地面（例如下午4点
时），这个圆锥面投射到我们眼里，看起
来只是一段短圆弧线。但是到了傍晚
阳光平行于地面时，我们眼中的彩虹，
就几乎是正半圆。

由于白天的太阳总是比你高，彩虹
环的中心往往落在地平线以下，地面上
的我们只能看到圆环的小部分。最多
在太阳刚露出地平线时，有机会看到一
个半环的彩虹。

所以要想看到完整环形彩虹，你要到
高处看，如爬到高山上或者索性在天上看。

虽然我们的祖先全身都覆盖着长
长的毛发，但现代人的大多数体毛都
已经退化得很短，只有头发的长度似
乎不受限制。头发并不能有意识地控
制自己的长度，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我
们的基因，它们调控着毛囊细胞的生
长周期。

毛囊的生长周期包括：生长期、退
行期和休止期。生长期的毛囊细胞不
断分裂分化使毛发增长，这个时期的
持续时间决定了毛发的最终长度。到
退行期，毛发根部逐渐失去营养供给，

生长变慢。最后进入休止期，毛发
完全停止生长，走向脱落。身体

不同部位的毛发生长期长度
各不相同。头发并不能一直

增长，它的生长期一般是 2~7
年，而眉毛等体毛只有30~45天。

所以，不同的毛囊周期决定了头发可
以长很长而眉毛等体毛不可以。

不用担心你的头发会在退行期
掉光，因为在任何时期，都会有85%
~90%的毛发处于生长期。少量掉发
是正常的，但是压力等外界刺激可
能会使毛发生长期提前终止，导致
脱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