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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芹菜250g、胡萝卜1根、猪
梅花肉100g、香葱17g、大蒜12g、食用
油 20mL、食盐 3g、花椒粉 2g、生抽
3mL。

做法：
1.芹菜洗净后切段，胡萝卜去皮

洗净后切丝，猪梅花肉洗净控干水分
后切丝，香葱切碎，大蒜切末，备用。

2.锅中倒入清水，水烧开后放入
胡萝卜丝烫到9分熟，捞出沥干水分，
备用。

3.将芹菜段倒入开水中烫到9分

熟，捞出沥干水分，备用。
4.锅中倒入食用油，烧热后放入

葱碎、蒜末，炒香后倒入猪肉丝翻炒
至变色。

5.锅中倒入胡萝卜丝、芹菜段，放
入花椒粉、生抽、食盐翻炒均匀即可。

流言：智能电表很容易被人蓄意
加速，导致电费高。

真相：智能电表并不会“虚增”
电费。

智能电表从出厂到投入家庭使
用，都会经过“一校、二检、三抽查”三
道关口，严格按照国家技术标准及检
定规则检定。

在安装智能电表后电费增加，一
般是因为其相对于机械电表更灵敏，
对于家庭的细微用电也可以计量
到。并且，原有的机械电表运行时间

过久，机械部件长时间磨损或老化都
可能导致计量失准，在更换智能电表
后恢复到了正常计量，所以电费才有
所增加。

此外，我国将逐步推行以“电能
表状态评价及更换”替代“电能表到
期轮换”，督促引导相关企业完善状
态评价方案，主动接受监督。逐步推
广智能电表在线监测、精准研判、状
态评价、失准更换。所以，并不需要
担心智能电表会被人蓄意加速的问
题。 （本报综合）

食品色素真的安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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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因色泽问题导致的食品
安全事件频频爆发，比如“苏丹红鸡
蛋”“染色青豆”“染色馒头”“墨汁黑芝
麻”……这使得广大消费者对食品色
素产生了抵触心理，几乎谈“色素”色
变，更是对人工合成色素避之不及。
那么，食品色素到底是什么？它会伤
害到我们的身体吗？

食品色素发展历史

在生活中，大家在吃东西时向来
讲究色、香、味俱全，而色泽是其中最
具有直观视觉冲击力的。所以，很多
商家为了优化食物的色泽，就制造出
了食品色素。

食品色素又被称为食品着色剂，
通常用来给食品上色，改善食品天
然颜色出现的劣变或偏差，让食品
色泽统一，从而增加消费者的购买
欲和食欲。

而食品色素的应用历史，最早甚
至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当时，当地
的糖果制造商用来改善糖果色泽的色
素是天然提取物和葡萄酒，随后，人们
又将一种叫作藏红花的香料添加到食
物中，以保证食物的色泽美观。

在食品工业兴起后，越来越多的
色素被开发出来。这一时期的食品添
加剂内开始含有金属和毒化物质，并
常被用来掩盖劣质和掺假的食物。20
世纪初，欧美市场上未经审批的人工
合成色素已经达到近80种。

随着人工合成色素的不断增加，
食品安全问题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

注。此时，世界各国开始出台法规来
应对这样的局面，例如美国批准使用
的人工合成色素从700种锐减到7种，
而我国批准使用的人工合成色素只有
11种。

天然色素和人工合成色素的
区别

食用色素按来源可分为天然色素
和人工合成色素两大类。

天然色素来自植物、动物或微生
物等天然产物，例如辣椒红、栀子黄、
胭脂虫红、红曲红等。它们经常被添
加在食材中，帮助食物增加色泽，例如
彩色时蔬面条、馒头等。与人工合成
色素相比，天然色素安全性相对较高，
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但
其性质不稳定，溶解性较差，制备成本
高，所以只在部分糕点、罐头、饮料方
面应用。

人工合成色素由有机化工原料经
过合成、提纯、精制等工艺制作而成，
也被称为焦油色素。我国符合食品添
加剂规定的合成色素有胭脂红、苋菜
红、日落黄、赤藓红、柠檬黄、新红、靛
蓝、亮蓝等。与天然色素相比，人工合
成色素稳定性强、色彩鲜艳、着色牢
固、制备成本低廉，因此被广泛应用于
饮料、糖果、调味料等食品产业中。

严格控制食品色素摄入量

近日，有说法称食用人工合成色
素不仅会对儿童的智商产生影响，还

会对肾脏、肝脏产生伤害等。那么，这
些国家允许使用的人工合成色素也不
能食用吗？

其实，凡是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
食品添加剂，一定是经过相关权威机
构层层筛查、严格审核后才通过的，比
如“日落黄”，就是符合我国食品添加
剂规定的“正经”添加剂，它被允许用
于包括果酱、巧克力制品、碳酸饮料等
30多种食品的制作和加工。而以往新
闻里出现过的“苏丹红”等物质属于

“非法添加物”，是严禁在食品中使用
的化工染料。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4）》中对食
品添加剂有非常明确、具体的使用准
则，其中包含使用范围、剂量标准等。
例如日落黄，它的安全摄入量是一天
不超过4毫克/千克（体重），在不同的
食品中，其最大使用量的规定也有不
同，比如在饮料中的限量标准为100毫
克/千克、在果酱中的限量标准为500
毫克/千克、在坚果制品中的限量标准
为100毫克/千克。

其实只要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
合格厂家的产品，都是可以放心食用
的，没有必要对食品添加剂过分担心
或焦虑。

众所周知，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
牌由清华射击队的学生运动员杨倩夺
得，作为“00后”小将，她在女子10米气
步枪项目中一枪打出10.9环的英姿轰
动一时。然而，对于10米气步枪这个
项目，你了解多少呢？

平时大家在观看射击类比赛时，
多数只能看见被放大后的靶纸，无法
实际看到靶纸的大小。其实，在10米
气步枪项目中，靶纸仅为 80mm×
80mm，而杨倩所打中的10.9环的直径
甚至只有0.5毫米，如同用一支笔
在纸上点上一个小点的大小。

所以说，射击是一项特
别精细的项目，十分考验
运动员的心理素质，心
态 稍 有 变 化 就 会 脱
靶。并且，射击运动
与军事狙击并不相
同，气枪射击一般在
室内进行，射程比狙
击短，气枪的后坐力
也比狙击枪小很多。

最有意思的是，射
击运动员并不要求视
力好。因为射击运动更
讲究一种整体的肌肉记忆，
需要把更多精力集中在枪和
全身，而不是目标。在气步枪的瞄

准镜中，是没有放大功能的，这就意味
着射击选手们需要凭借瞄准镜中的前
后觇孔和自己的眼睛来进行瞄准。除
此之外，还需要他们经过长年累月的
刻苦训练而培养出来的超乎视觉的

“瞄准感觉”。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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