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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药让葡萄无籽？
完全不起作用

网传视频中，“果农”反复提到“避
孕药”，并说“无籽葡萄不敢给孩子吃”。
8月27日网民“太阳蒙脸的面罩”最早在
微博发布这一视频，该网民9月11日回
复记者：视频系网友提供，“已经辟谣
了，果农的说法不完全属实。”

在河北晋州市东里庄镇宿生村，葡
萄种植大户李仓英表示，从未听说过抹
避孕药能种出无籽葡萄来。晋州的农技
员和乡镇干部也表示没听过这种做法。

石家庄市妇产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二门诊主任亓蓉表示，避孕药只有在进
入人体后才能被人的响应识别机制所
识别，进而调节体内各项生理指标，达
到降低受孕几率的目的。而植物体内缺
乏相应的受体以及信号途径，作为动物
激素的避孕药无法被植物识别和起效，
也就根本无法给植物“避孕”。

“蘸避孕药的说法很荒谬。”中国农
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农业部果品质量
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兴城）主任聂继
云说，植物用生长调节剂俗称“植物激
素”，与动物激素的分子结构完全不同，
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的结构和携带的

蛋白也不同。用避孕药没法让水果无籽，
植物激素也无法调节人的生长发育。

无籽葡萄咋培育的？
有的用植物激素

石家庄市林业局果树站站长剧惠
存介绍，在水果的生长发育过程中，如
果抑制胚珠的发育，同时不影响子房的
发育，就能培育出无籽水果。

据介绍，目前无籽水果的常见培育
方法主要有3种。一种是利用植物激素
处理，抑制种子生长而促进果实发育；
第二种是通过杂交，使原本能够产生种
子的二倍体植物转变为三倍体植物，阻
碍种子正常发育，同时给予一定刺激，
使果实自身能够产生足够使其发育的
植物激素，促进果实形成。无籽西瓜就
是用这种方法得到的；第三种是通过寻
找植物自身产生的种子不育、但又能够
自身产生植物激素的突变个体，来生产
无籽水果。

剧惠存介绍，无籽葡萄是第一类和第
三类无籽水果的典型例子。“从营养看，无
籽水果与正常水果并无明显差别。”

“种的葡萄不仅是销售，自己也会
吃。”石家庄市深泽县铁杆镇杜社村果
农刘利更说。杜社村果农刘洪波说：“植
物激素用起来挺方便的，而且也便宜，
根本犯不着用避孕药。”

聂继云介绍，赤霉素是葡萄无籽化
栽培中最常用的一类植物生长调节剂，
已经合法登记用于葡萄生产。赤霉素是
一种天然的植物激素，20世纪30年代由
日本科学家在研究水稻植株赤霉菌感
染时发现，后来研究人员利用发酵法或
人工合成法进行规模生产，用于马铃
薯、番茄等作物，促进生长、发芽，提高
果实结实率。

赤霉素对人体有害？
农业部：不会造成危害

无籽葡萄使用的“植物激素”会不
会残留，对人体有影响吗？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研究员、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
防控研究室主任王忠跃说，植物激素是
植物本身含有的、可以调节植物生长的
一类物质，也可以人工合成类似物质。科
学使用就会起到增产作用。即使不科学
使用，也只会对作物的品质、储运、货架
期等造成影响，不影响食品安全。对此类
农用物资，农业部经过大量科学实验，证
明不对人类、动物及环境造成危害。

剧惠存说，赤霉素等植物激素即便
被人食用，也很快随代谢排出体外，对
人体并无不良作用。何况植物中自然产
生的植物激素本就不少，食用它们后也
不会产生健康危害。聂继云解释，在栽
培葡萄时使用赤霉素的浓度极低，如果
浓度高了或施用量大了，反而会对植株
造成损伤。而且，从花期施用赤霉素至
葡萄采收要经历两三个月，先前喷施的
赤霉素基本都降解了。果农刘利更说，
赤霉素用量非常少，“要是用多了，果枝
变硬、果皮变薄，不利于长途运输。”

聂继云介绍，目前欧盟关于赤霉素
的无可见有害作用剂量标准为每天3毫
克/千克，也就是说，一个体重60千克的
成年人，每天摄入180毫克赤霉素才可
能会对健康产生影响。根据多年来我国
农业部葡萄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结果，葡
萄中很少检出赤霉素，检出样品中的残
留量不超过0 . 1毫克/千克，按照此数值
计算，体重60千克的人每天要吃1800千
克残留赤霉素的葡萄才能摄入180毫克
赤霉素。 据人民日报

葡葡萄萄无无籽籽是是因因抹抹避避孕孕药药？？扯扯！！
网传视频又挖“坑”，农业专家和果农均表示属无稽之谈

国家葡萄酒质检中心权威发布：

葡葡萄萄样样品品未未检检出出避避孕孕药药和和赤赤霉霉素素

本报烟台9月13日讯（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莫言 吉利） 近日，“无
籽葡萄使用避孕药”的短视频在网上流
传。虽然已被辟谣，但是负面效应已经
形成，大量葡萄滞销，果农受害严重。

烟台市质监局第一时间安排国家
葡萄酒及白酒、露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进行探讨研究，决定利用国家质检
中心现有的先进检测技术，用真实数据
还消费者一个真相。

中心安排人员到蓬莱水果市场和
种植基地随机购买了11个葡萄样品，包
含8个无籽葡萄、3个有籽葡萄。工作人
员运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及高效液相色
谱串联质谱法分别建立了检测方法，检
测葡萄中到底有没有避孕药成分和激

素成分。
进行避孕药成分分析时，中心工

作人员专门到当地药店购买最常见的
避孕药作为对照品，其主要成分为左
炔诺孕酮。实验结果显示，11个样品均
未检出左炔诺孕酮，方法检出限为
0 . 02mg/kg。

针对报道称单倍体无籽葡萄品种
主要是通过喷打植物激素，使葡萄变得
无籽或小籽的这一情况，中心工作人员
对赤霉素这种最常用的植物激素进行
了测定。按照SN/T 0350-2012《出口
水果中赤霉素残留量的测定液相色谱
-质谱/质谱法》，11个葡萄样品中均未
检出赤霉素，方法检出限为0 . 01mg/
kg。

近日一段视频在网上大量传播，让不少人“望葡萄却步”。视频中，一位“果农”模
样的男子称无籽葡萄是“蘸了避孕药的”。随着视频转发传播，一些无籽葡萄产区被
媒体爆出销售已受影响。无籽葡萄真是蘸了避孕药所致吗？农业专家和果农均表示，

“无籽葡萄抹避孕药”纯属无稽之谈，吃无籽葡萄也不会损害健康。

“无籽葡萄抹避孕药”被证实为谣言。（资料片）

中秋假期到来，正是秋高气爽之
时，不少市民选择外出游玩，不过秋
季出游也需注意安全和健康。

1 .秋季也是花粉过敏症的盛期。
不要接近可能引发过敏的鲜花，对于
不明的野花最好不要去采摘，更不要
随意把野花带回家，或是随意插在头
发上。不要选择有风的时候外出旅
游，因为风可加速花粉的揉散。

2 .秋季空气干燥，是传染病的高
发期，因此在旅途中需注意预防传染
病，比如在火车上和公交车内避免和
咳嗽的乘客讲话，经常通风换气。

3 .秋天外出旅游，应注意保护皮
肤，外出旅游最好戴顶帽子挡住太阳
照射，并适当擦些含酮防晒霜，旅途
照相化妆，只需采取简易化妆法，适
当化点淡妆就好。

4 .秋季外出旅游时莫忘预防旅游
病。比如登山，随着海拔的增高，气
压、气温及氧气将大大降低，凡患有
严重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心绞痛、严
重高血压、低血压、严重心律失常者、
急性中耳炎的人以及怀孕妇女最好
不要去高山旅游等。所以，要合理安
排旅游时间，尽量避免中午时外出。

中秋假期临近，
秋季出游应当注意什么？（一）

本报记者 张玉岩

主办：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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