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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分多种，提倡购买时令水果

水水果果打打蜡蜡不不可可怕怕
清清洗洗干干净净有有妙妙招招
本报记者 张九龙

最近关于打蜡水果的报道很
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那么为什
么很多水果都会打蜡？工业蜡与
食用蜡的区别在哪里？如何分辨
水果已打蜡？购买了打蜡的水果
该如何清洗呢？

根据中国《食品添加剂使用
卫生标准》，给水果打蜡是允许
的，不过必须使用规定的适量的
添加剂，即食用蜡。食用蜡大多是
天然的动植物的胶，人体少量接
触不会产生危害，偶尔食用了人
体的消化系统也可以排出体外。

给水果打蜡最主要的目的是为
了保鲜，一来蜡在水果表面形成的
保护膜，可以保护水果的外皮，看上
去色彩透亮，更容易吸引顾客的眼
球；二来是防止水果的水分蒸发，避
免水果营养成分的流失；三，水果表
面打蜡后形成的保护膜也可以起到
防腐防虫的作用。

蜡分多种。部分水果天生就会
分泌一层天然果蜡，这种蜡对人
体无害，有的营养还非常丰富，常
见苹果中就有许多都是会自身分
泌果蜡的，所以不打蜡的苹果洗
净后是可以连皮吃的。人工食用
蜡是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
原料主要来自于自然动植物，如
棕榈蜡、蜂蜡等，能给水果起到防
虫防潮的保护作用。部分黑心水
果商为了贪图便利，用工业蜡加
工水果，其中有重金属成分，对人
体有害。

天然果蜡与人工食用蜡都是
天然产物，所以颜色都比较自然。

打在水果上最多起到提亮果色的
作用。工业用蜡多含有染色剂，所
以使用湿纸巾或者海绵沾温水擦
拭水果表面，轻微的黄色或者灰
尘是天然果蜡或打人工食用蜡，
是健康无害的。如果能擦掉很浓
重的颜色就很有可能是工业蜡，
要谨慎购买。

如何分辨水果已打蜡？首先
是看：水果色彩鲜艳的，表面光滑
透亮的，一般都是已经打蜡了。其
次是闻：水果打蜡后，水果本身散
出了的味道就不浓烈了看，另外
工业蜡有轻微的刺鼻味。最后是
刮：用手指甲或水果刀轻轻一刮，
就会看到一层白色的蜡状物。如
果用手或纸巾轻轻擦拭，如果出
现淡淡的红色那么就有可能是打
的工业蜡。

购买了打蜡的水果该如何清洗
呢？首先建议大家购买时令水果，少

购买反季节水果及长途运输过来的
水果，这样可以减少购买到打蜡水
果的几率，如果已经购买了打蜡的
水果，很多人第一想到的是，直接削
皮吃可以了，不过，因为有些水果皮
的营养成分相当高，所以下面简单
介绍几种打蜡水果的清洗方法供大
家参考。

热水清洗：蜡遇热会融化，把
打蜡水果放到热水，你会看到水
中浮起一层蜡，及时倒掉即可。

用食盐洗：因为盐的小颗粒
状态，增强了摩擦，而且食盐本身
也有消毒作用。

牙膏清洗：不要感觉把牙膏
涂到苹果上很恶心，你每天刷牙
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牙膏了。将牙
膏涂在苹果表面当清洁剂，这个
办法也很好用，因为牙膏里面的
活性剂很容易把苹果表面的脏东
西带起来。

本报记者 张九龙

超市里并不起眼的活鱼，上周
一度成为全国舆论焦点。24日，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公布的
一份文件显示，近期正在对北京、沈
阳、石家庄、济南、上海、杭州、南京、
武汉、成都、西安、广州、福州等12个
大中城市开展经营环节水产品专项
检查，而此前几天，有媒体披露，不
少超市的活鱼销售柜台纷纷停售活
鱼，是避风头还是躲检查？一时间众
说纷纭。

从以往检查情况看，孔雀石绿
往往是水产类的常见风险源。孔雀
石绿是一种带有金属光泽的绿色
结晶体，又名碱性绿、严基块绿、
孔雀绿，其既是杀真菌剂，又是染
料，易溶于水，溶液呈蓝绿色；溶
于甲醇、乙醇和戊醇。在养殖过程
中用它可以预防鱼的水霉病、鳃
霉病、小瓜虫病等。为了确保鳞片
受损的鱼延长生命，在运输过程
中和存放池内，也常使用孔雀石
绿。

20多年前，很多国家把孔雀
石绿作为“好东西”来推广，但后
来，科研结果表明，孔雀石绿具有
高毒素、高残留和致癌、致畸、致
突变等副作用，鉴于此，许多国家
将其列为水产养殖禁用药物。
2002年，我国农业部门将其列入

《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化合物
清单》，禁止在食用动物中使用。

近15年过去了，孔雀石绿却
从未在市场上消失，隐蔽地被用
于活鱼经营的各个环节。如何肉
眼辨别“孔雀石绿水产品”？专家
说，由于孔雀石绿具有高残留性，
使用过孔雀石绿的鱼体表颜色呈
浅蓝色，有些经浓度较大孔雀石
绿溶液浸泡过的鱼，甚至会呈青
草绿色，通过观察鱼鳍、鱼鳃可以
辨别。一般情况下，鱼鳃是鲜红色
且不会附有脏物，但孔雀石绿溶液
浸泡过的鱼鳃因失血过多而发白，
或因出血而带有瘀血，呈紫红色。

使用孔雀石绿后的鱼即使死亡
后，鱼鳞也会闪闪发光，颜色较为鲜
亮，仿佛刚死一般，消费者很难从外
表分辨，这大大增加了死鱼出售的
概率，而没有加入孔雀石绿的鱼鳞

早已没有光泽。
专家建议，吃水产品之前要尽

量浸泡，这样即使鱼经过了孔雀石
绿溶液的浸泡，也可以稀释，减轻对
人体的毒害。在做法上，尽量煮透、
蒸透，不要生吃。

此外，专家还介绍了一些常见
水产类的选购方法。新鲜带鱼为银
灰色，有些带鱼却在银白光泽上附
着一层黄色物质，这是由于保管不
好鱼体表面脂肪大量接触空气加速
氧化的产物，如果买了要及时食用，
否则会发臭。

鲜虾：质量好的虾头尾完整，虾
壳发亮透明，体侧和腹部为白色，河
虾为青色(雄性虾全身淡黄色)。虾
皮：紧握一把虾皮，松开后会自动散
开的，是优质虾皮。贝类：冒泡的则
是鲜贝，有弹性的最佳，如果壳与肉
粘在一起的说明不新鲜了。

买鱼注意观察鱼鳍、鱼鳃颜色

水水产产品品尽尽量量多多浸浸泡泡，，煮煮透透蒸蒸透透

新 姚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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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历史学专著，已经流行了20
年，再版了20多次，发行量也到了百万册，大
家并不陌生。这本书无论在写法上还是在观
念上，与我们经验中的史书都有着明显的区
别，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浓缩的明史，作者
美籍华人黄仁宇，站在大历史的高度，手术
刀一般剖析某一个普通的历史阶段，从文化
的角度入手，用客观和冷静的第三只眼，梳
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存在的种种问题，并
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
与教训。

全书共分七章，主要围绕万历十五年前
后的史实，以及那个时代的人物，并以万历
皇帝与张居正等人物的关系为重点，分析了

万历皇帝、首辅
除阶、高拱、张
居正、申时行等
人 物 ，又 从 政
治、军事、文化
三方面入手，分
析了古怪的模
范官僚海瑞、孤
独的将领戚继
光、自相冲突的
哲学家李贽。

应该说，这
是一部改变中
国人阅读方式
的经典之作，不
像传统史书那
样，琐碎地记叙
该年发生的事
儿，而是以1587
年为支点，将明

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其本质上的意图是从
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

“1587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
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
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
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
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
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
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
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
好在这里做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
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十五年》，在一些所谓历史要回归
正统的推崇者眼中，可能不算是史书，也不
是什么述论文，并且还算不上是一篇严肃的
著作，确实有点“不伦不类”。但是，这本书精
选人物，纵横史海，语言幽默而优美，灰诣而
不庸俗，确实引人入胜。在其漫不经心的信
马放缰之中折出史料精心的选择和高超的
剪接，在其调侃搞笑的娓娓叙述之中透出作
者内心心态的好恶和是非判断。

许多人对《万历十五年》的优美文字和
曲折的故事津津乐道，其实真正的精彩蕴涵在
作者对明朝乃至中国历史衰败原因的解读：明
帝国的运转和维系由于过于依赖道德训戒和
中国人所惯用的人情世故的标准去揣测周旋，
因而不断地在内耗中损失掉了再生的能量；文
官制度恶性膨胀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弱点，
即以道德代替法制，而明代正是这两千多年来
症结的集中爆发。对此，黄仁宇先生精辟地总
结道：“只有把人情世故置于完善的法律和社
会制度化的轨道中限制其随意的发挥，才能
避免帝国衰败的命运。”

跟着中纪委去读书

定定格格万万历历十十五五年年

娓娓娓娓道道来来说说明明史史

S07


	E2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