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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米淘了多遍，水还是黑的
一市民怀疑遭遇染色黑米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飞 李楠楠 实习生 刘保建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廖雯颖 通讯员 杨阳
善芳）借钱还钱是常理，

还给谁却不是个随便的事
儿。婆婆拿着借条要钱，借
钱人却说还给了儿媳，儿媳
也出庭作证收到了钱，婆婆
却称并不知情。日前，槐荫
区法院受理了这样一起民
间借贷案件，法官最终判
定，向婆婆借的 50万元还
给儿媳，不算。

济南市民张虹通过儿
媳小芳介绍认识了做生意
的刘强，2010年10月，刘强
向张虹借款130万元，并打
了借条。以后刘强先后还给
张虹 80万元。当张虹向刘
强催要剩余的50万元借款
时，刘强表示剩下的 50万
元早已经全部还给小芳了。

多次索要余款不成，
2011年9月，张虹将刘强告
上了槐荫区法院，要求刘强
偿还剩余的 50万元借款。
庭审中，刘强坚称已将 50
万元现金给了张虹的儿媳
小芳，同时出具了小芳写的
50万元收到条一张。小芳

也出庭作证，表示她已从刘
强处拿了 50万元，就是婆
婆借给刘强的还款。张虹却
说，收条并没有写明收到的
是谁的钱，自己也没有委托
儿媳向刘强索要借款。而且
儿媳因与儿子感情不和已
经分居一年多。刘强认为，
小芳是借款人的家庭成员，
将借款还给小芳并无不当。
刘强承认，小芳从自己手中
拿走 50万元现金时，自己
并没有联系过张虹，也没征
求张虹的意见，更没有索回
借条。

经过两次审理，主审法
官认为，本案借贷关系发生
在张虹与刘强之间，除非有
出借人明确授权或征得出
借人同意，借款人不应将所
借款付与他人。本案被告没
有证据证明原告儿媳代原
告催过款，被告付款时也没
有告知原告便将50万元现
金付与案外人，有违交易习
惯和常理。日前槐荫区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判刘强欠张
虹借款50万元。

（当事人名皆为化名）

19日，历下区城管局与省实验小学开展了“垃圾分
类处理，共建绿色家园”活动，孩子们用别出心裁的环
保时装秀，倡导大家共建绿色地球。

本报记者 左庆 通讯员 郑国栋 摄

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一位姓张的
专家表示，黑米在自然生长过程中，由
于生长发育不同，颜色并不是很一致，
有的深，有的浅，如果市民购买的黑米
颜色整体一致，就可能有问题。

济南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专家张

炳文教授建议普通市民在购买黑米
时，可以用湿巾包住黑米一会儿，然
后打开看，如果湿巾变色明显，说明
黑米可能有问题，因为正常黑米是逐
渐反应变色的，染色的黑米是染在表
面的。

向婆婆借款50万
未经同意还给儿媳
法院判决：如此还钱，不算！

环保时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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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别

真假黑米

市民反映>> 黑米淘洗六七遍，仍然掉色很严重
17日上午，在刘女士家中，记者

看到了那袋被怀疑染过色的黑米。据
刘女士介绍，春节前，单位发了一箱

“万和”牌黑米。前几天，她拆开一袋
黑米，把米放在水中浸泡后发现，泡
过米的水颜色变得像葡萄酒一样。刘
女士一遍一遍地换水淘米，但淘过每
一遍后，水依旧被染成紫黑色。“淘了
六七遍，还是不行，洗到最后，部分米
就变成了棕色了。”

刘女士把这袋黑米递给记者，记
者看到黑米包装袋上标注的重量为

454克，保质期为12个月，生产日期
已经模糊，生产厂家是山东莒南的
山东万和食品有限公司，包装袋上没
有“QS”标志。“我怀疑这是染色米。”
刘女士告诉记者，她以前买黑米熬粥
吃，淘洗时也会掉些色，但这次的黑
米掉色特别严重。

为了验证刘女士的说法，记者将
袋中的黑米倒入水盆中进行淘洗，几
分钟后，黑米果然将清水染成了紫
色，而且时间越长水的颜色越深，最
后变成深紫色。经过淘洗10次后，记

者发现，淘过黑米的水依然是紫黑
色，其中有的黑米已经成了棕色，有
的断裂的黑米露出白色的米心。

随后，记者拨打万和黑米包装袋
上的厂家联系电话，其中一个电话是
空号，另外一个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山
东万和食品有限公司网站上的信息显
示，公司主营产品为咸脆花生、花生酱
以及各类花生产品，并没有黑米这种
产品介绍。当记者再次拨打网站上留
下的联系人的手机号码时，对方说拨
错了，自己并不是这个公司的人。

专家观点>> 浸泡两三分钟就变色的黑米可能有问题
17日下午，记者联系了山东省农

科院水稻研究所的一名张姓专家，
“黑米浸泡两三分钟后，水就变色，这
种米被染色的可能性很大。”他表示，
正常的黑米要泡到水里很长时间，水
才会有些许的变色。另外，在煮的时

候，正常黑米熬的汤才会变成紫色。
济南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专家张

炳文教授也表示，正常黑米在淘洗过程
中也有褪色的情况，但一般颜色很浅，
呈现一种偏紫偏红的颜色，水如果变成
像墨汁一样的黑色，那就很可能是染色

的。“正常黑米淘过多次后，水有可能会
变色，只是会逐渐变浅。”

张炳文告诉记者，辨别黑米的真
假，要通过专业仪器的测试，但目前
黑米还没有国家标准，检测起来比较
麻烦。

“黑米淘洗后水黑得发紫，

淘了好几遍，还是发黑。”17日，

家住燕子山小区东路的刘女士

向本报反映，单位发的黑米，怎

么淘水都是紫黑色的，她怀疑

这黑米是普通米染色制成的。

专家表示，正常的黑米要浸泡

很长时间，水才会有些许变色。

而浸泡两三分钟后水就变色，

这种米被染色的可能性很大。

刘女士怀疑被染过颜色的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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