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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吧唧唧吧吧唧唧吃吃零零食食，，你你是是在在吃吃咸咸菜菜！！
零食含盐量和泡菜相差无几，多吃小心得高血压

受访市民中

无一查看盐含量

既然零食中含盐不少，吃多了
不好，那么市民对此知情吗？

6月30日，记者采访了多位市
民，无一表示买零食时会关注营养
成分表。记者在超市零食区待了一
个小时，除了记者反复查看营养成
分表外，没有一位购买者翻看包装
背面的营养成分表。

购买了两包薯片的一位女士
说，自己非常喜欢吃薯片，挑选时仅
随爱好挑选，一旦薯片出了新品，自
己就会优先购买。也有市民说，自己
曾吃到过特别咸的膨化食品，但只
会吃一次试一种，而不知道能从营
养成分表来指导选择。

“多的时候一次能把一大包烧
烤味的分享包薯片吃完。边看电视
边吃，觉得咸了就喝水。吧唧吧唧根
本停不下来。明明不饿，却还是控制
不住。”市民王女士说，即便嘴里感
觉咸，吃零食也没有节制，更不要说
看营养成分表了。

除了在超市实际购买，不少市
民还喜欢在网络上购买零食。记者
搜索发现，淘宝上很大一部分食品
的营养成分表并没有在商品描述
中显示，整个页面的图片中也没有
显示。咨询销售人员时，多位销售
人员表示，自己也不知道钠含量是
多少。

让你对零食念念不忘，
吧唧吧唧吃个不停的魔力
在哪？近日某科普网站文章
称，垃圾零食的目的就是让
人“不住嘴”，除了咀嚼的力
度，其中的盐还让人产生依
赖性。记者调查发现，卖得
最好的零食盐含量不低，有
的甚至已超过营养素参考
值。而不同口味的同品牌零
食中，盐含量较高的也更受
欢迎。

一个月卖出

2800斤薯片

近日，某科普网站的一篇
揭秘垃圾食品的文章让不少
吃货难以置信。文章说垃圾食
品目标就是让人不停地吃，而
能让生产商实现这个目标的，
居然是这些食品里的盐含量。
1980年前后出生的人的零食
习惯和他们在二十几岁时相
比，对盐味儿零食的消费量没
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反
而在上升，人会对盐上瘾。

情况是这样吗？6月30日，
记者在济南某大型超市食品区
看到，集中了约五个品牌的两
排膨化食品货架，人流一直没
有间断，不时出现购买者挤满
货架的情况。不少膨化食品正
在促销，三连包、多包混装成的
大包装有不少消费者选购。

不论是在超市促销区还
是货架内，膨化食品的人气都
最高，某品牌膨化食品的导购

也用经验向记者证实了这点，
且消费人群不仅有年轻人，还
有中年人和老人。

上述导购介绍，卖得最好
的品牌仅该超市一个月的销
量就有七八万元，70克左右一
包的薯片售价约四五元，以此
计算，这个销量最高的薯条品
牌一个月能卖出约2万包，约
合2800斤。鲜虾条和鲜虾片的
销量在该超市也不错。

一天吃一包辣条

摄入钠超标五成

销量和含盐量有关系吗？
比对这些产品的营养成分表
中钠一项就能得到答案。千佛
山医院营养科副主任程振倩
医生说，食品中的钠指食品中
以各种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钠
的总和。

销量最高的单品鲜虾条
钠含量每百克660毫克。和其
他零食相比，膨化食品的含钠
量也明显较高。膨化食品每百
克钠含量动辄500至700毫克。
而泡菜类、酱菜类的钠含量才
每百克约800毫克，相差无几。
其他钠含量较多的食品是锅

巴，每百克钠含量300至520毫
克。

记者在淘宝网搜索零食
小吃，按照销量排名，月销量
排在前十的零食单品中，有5
种钠含量每百克超过1000毫
克。销量最高的是某原味蜜汁
XO 酱特产猪肉脯，月售7万
件，钠含量每百克1444毫克，占
营养素参考值的72%。排名第3
的单品钠含量有每百克1100
毫克，占营养素参考值的65%；
排名第8的某品牌辣条钠含量
竟然每百克3045毫克，占营养
素参考值的152%。这5种单品

的月销量之和有20 . 5万件。
营养素参考值是用于比

较食品营养成分含量高低的
参考值，专用于食品营养标
签。简单地说就是指每100g

（毫升）食品中总能量以及各
种营养素占我们一天人体所
需的百分比，从而可以让我们
更加直观地了解到自己摄入
能量的多少，以保证一天的总
能量不超标。在食品标签营养
素参考值表中，钠的营养素参
考值为2000毫克。也就是说吃
一包辣条，这一天摄入的钠便
超标五成。

山东人日均食盐11克

不吃零食已超标一倍

“膨化食品等多数是孩子
和年轻人吃。过多的盐摄入对
他们的健康不利。”程振倩说，
钠盐摄入体内后，需要通过肾
脏代谢，过多的盐摄入会对肾
脏带来压力。高盐饮食还会引
发高血压。

2014年山东省减盐防控
高血压项目经验交流会上的
数据显示，根据2013年12月至
2014年3月在全省17市中评估
结果，当时山东居民人均每日
调味品食盐摄入量为11 . 58
克，比2011年基线调查结果下

降了0 . 9克左右，但仍远高于
每日6克的推荐量。

江南大学食品加工与配
料研究中心副教授夏书芹介
绍，氯化钠在食品加工中主要
起两个作用。一个是提味，调
节口味。盐与其他的风味物质
一起，能调节口味。而且盐味
能带来一定的愉悦感。太淡的
味道，很难留住食客。另一个
则是防腐作用，氯化钠的含量
高了，能减少食品中的水分子
活动，从而减少微生物的滋
生，有利于食物的长期保存。

但盐不能一味多，每个人对盐
的感受都是有临界值的，太多
了也受不了。

“即使不吃零食，山东大
部分人的盐摄入量都已经超
标了。如果吃零食，平常的饮
食更要清淡。6克盐的量仅是
一小啤酒瓶盖。但往往炒一盘
菜，半勺就下锅了。”程振倩
说，八九个月以内的婴儿不能
吃盐，高血压患者、肾病患者
都要少吃盐。有妊娠糖尿病、
妊娠高血压的孕妇也要减少
盐的摄入，最好在4克以内。

本报记者 王皇

头条链接

超市的膨化食品含盐量不低，但人气很高。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本报济南7月1日讯（记者 陈晓丽） 6月30

日下午，山东省慈善总会生物工程角膜暨复明手
术慈善捐赠仪式在山东省眼科医院进行。中国再
生医学国际公司向山东省慈善总会捐赠了20枚
生物工程角膜，联合山东省眼科医院共同免费实
施手术，定向用于革命老区的20名老党员、老模
范角膜盲患者的复明手术。

山东省眼科医院院长史伟云解释道，角膜位
于眼球的正前方，透明无血管，感觉神经非常丰
富，可以保证外界光线毫无障碍的通过，到达眼
底以形成清晰的成像。先天性、感染、免疫相关疾
病等角膜病如果使角膜的形态发生变化，就会引
起视力下降。另外，由于角膜在眼部正前方，在遭
受外伤时，角膜易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发生破
裂、感染导致浑浊，造成视力下降或失明。

角膜病是仅次于白内障的第二大致盲眼病。
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角膜病患者
3237万人，其中单眼角膜盲292 . 5万人，双眼角膜
盲44万人。在这其中，80%的患者可以通过角膜移
植手术复明。但是因供体缺乏，全国每年完成的
角膜移植手术仅5000例左右。

据介绍，生物工程角膜“艾欣瞳”于4月底获
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医疗器械
注册证书，于5月23日正式投产上市，是全球首个
生物工程角膜。“艾欣瞳”是由动物角膜经特殊工
艺多重处理而成，生物相容性好，成功移植后患
者视力将逐步恢复，愈后效果接近人体捐献角
膜。

中国再生医学国际公司表示，计划将用三年
时间将山东省建成我国首个角膜盲脱盲省。

2200枚枚生生物物工工程程角角膜膜

将将助助老老区区患患者者复复明明
由动物角膜加工而成，为全球首例

77处抗战遗址

列入省级文保
济南琵琶山万人坑在列

本报济南7月1日讯（记者 高
扩） 省政府近日公布了第五批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共计418处，值得注
意的是其中特别包括了77处抗战遗
址、纪念设施。

济南市的抗战遗址、纪念设施
共6处：市中区杆石桥街道的梨花公
馆旧址、槐荫区南辛庄街道的琵琶
山万人坑遗址、槐荫区振兴街街道
的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原驻地、纬九
路日本宪兵队旧址、天桥区无影山
街道新华院旧址、平阴县孔村镇熊
善隆烈士墓。

省政府通知要求，特别要利用
2015-2016年集中对抗战遗址、纪念
设施进行修缮保养的时机，确保文
物安全，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积
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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