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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米米塑塑料料做做、、大大虾虾被被注注胶胶？？
谣言套路越来越深，有图有视频不一定有真相

“大米由塑料做成”“面条里含有胶”“螃蟹、皮皮虾内被注了
胶，因为可以增重”……5月下旬，一条条有关食品安全的谣言开
始活跃起来。食品安全历来被人们所重视，因此许多人会抱着“宁
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怀着“好心”点赞转发。但同时，这
些谣言大多数都已被证伪，其在传播过程中也会对合法的食品商
家产生影响。

仅在5月份，国家食药监总
局官网上就挂出了近10条辟谣
信息。同时，有3人因涉嫌制造
食品安全类谣言，被处以行政
拘留。

而在某些大型企业来看，
制造和传播网络谣言已经形成
了一条“黑色产业链”。5月24
日，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波宣布，将悬赏
1000万元人民币，和加多宝、李

锦记等多家企业一道，追查网
络谣言的幕后黑手。据了解，仅
益海嘉里旗下的金龙鱼品牌，
就曾在去年遭受到4万多条信
息的攻击。每到食用油的销售
旺季，类似的攻击谣言就沉渣
泛起。

有专家分析，同以往谣言
仅有几句话组成不同，如今的
网络谣言大都配有视频，拍摄
手法已经较为专业，有的还经

过剪辑和后期制作。用一篇文
章就能辟谣的时代已经过去，
应对以短视频形式出现的谣
言，需要新的方式。为此，食药
监总局网站增设网络平台，每
周二公布食品的抽检信息，还
专门设计了“食安查”的APP，
让公众随时查到各地方抽检食
品安全的检测信息。截至2016
年底，总局网站访问量已经达
到了5亿多人次。 据新华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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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是由塑料做的？
不仅造价高
长得还不一样

就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塑
料大米”的视频开始火爆流传。
在一段广为流传的“塑料大米”
视频中，一男子不断将塑料袋
放入一台机器，经过熔解、拉
丝、切割等工序，最终生产出一
粒粒状似米粒的白色固体。视
频配有详细的字幕解说，最后
还号召网友分享曝光。

在另一段视频中，一女子
摆出两碗焖熟的米饭，并称其
中一碗是用塑料做的，因为“使
劲摁它都不会化掉”。同时，她
将所谓的“假米”置于食指与大
拇指之间挤压，大米被挤压成
乳白色的扁平一小条。

视频流出地的海南省海口
市秀英区食药监局立即检测相
关企业的稻米质量，结果显示
抽样的大米十个项目全部合
格，不存在任何食品添加剂等。

随后，广州市产品质量消
费教育基地工程师吴志宜进行
了一项实验，发现各种“塑料大
米”在色泽、手感与气味上与普
通大米都有明显区别。而将“塑
料大米”放入锅中煮后，其已经
被完全熬成了透明及半透明黏
稠液体，锅的边缘有一圈半透
明乳白糊状物。因此，用塑料来
冒充大米，其实成功率并不高。

更关键的是，用塑料来造
大米也不合算。“从单价上比
较，普通大米市价一般在3元／
斤左右，而塑料粒的成本一般
都要十几元。”吴志宜表示，“拿
贵的东西掺到便宜的东西，还
没能改善大米的口感、光泽、香
味，商家不存在造假的必要。”

面条里面掺了工业胶？
北方人常见的面筋
南方人以为是胶水

“你们能想象面条里含有
胶吗？你们能相信自己每天吃
面就如同吃胶吗……”同样是
一段视频，说一种名为“金沙
河”牌的面条浸水后，可以捏成
一个面团，如同口香糖一样，无
法轻易扯断，可能面条里加了

“胶”。不少市民看到视频后，就
在家中进行了实验：选取自己
经常购买的一种面条，抽了几
根放进水中，泡了一天后，面条
真成为一个捏不散的面团。这
样一来，不少人就对视频里的
内容坚信不疑。

涉事品牌所在地的食药监
人员马上出来辟谣。河北省食
药监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所谓
的“胶”其实就是面筋。面筋是
由面粉发酵后所产生的自然成
分，主要以蛋白质、淀粉和脂肪
为主，营养丰富。他介绍，面条
的生产过程是小麦粉揉成团，
再压成面皮，然后切割成面条，
最后进行烘干。因此，面条经过
水泡就会形成面筋。面筋含量
越重，也就越筋道。

该执法人员表示，早在4
月，当地食药监部门就已经发
布消息，称“面条含胶信息不
实”。同时，全国其他地区食药
监部门也纷纷公布对其辖区内
各种面条的检查情况公告，均
未检出含有化学胶水和塑化剂
物质，不存在掺入化学胶水等
行为。食药监部门解释，传播该
谣言的主要是南方人，平时并
没有做面食的习惯和经验，不
知道面筋是啥。因此看到面团
后，就会误认为是胶。

螃蟹也能被注水？
最多打进1毫升水
螃蟹就已经死亡

5月份正是各种海鲜上市
的季节，但有关螃蟹被注水大
虾被灌胶的谣言又不胫而走。
在一段网上热传的视频中，一
名女子自称在市场上买到人为

“注胶”增重的皮皮虾，还有不
法商贩给螃蟹注水增重。该女
子剥开煮熟的皮皮虾，掏出或
白或黄的胶状体称虾肉里被黑
心商贩注入胶增重，“每个里面
都有，这皮皮虾可千万别去吃
了。”

不少商贩觉得不可思议。
“海鲜卖的是鲜活，虾蟹注水肯
定得死，卖价降一半。”一名海
鲜店店主表示。另一名商贩说：

“活虾一斤四五十元，死的30多
元，打一点能占多大分量？”

随后，某食品安全检测中
心便做了一组实验。工作人员
用一次性注射器吸入卡拉胶，
从活虾的腮下注入。注入过程
中，活虾开始挣扎，注入1ml多
一点，活虾死亡。虾头和虾身连
接部位变硬，形成韧性很强的
胶状物，且不易取出。从外观上
看，胶状物盖住了虾腮等部位，
明显与正常的虾不一样。

同时，对于注水螃蟹的谣
言，该中心也做了实验。工作人
员用注射器吸入水，打开螃蟹
的腹盖，往较薄的部位注入水。
螃蟹开始挣扎，慢慢地不动了。
此后，从注射的针孔处不断流
出黑色的分泌物。从外观上看，
螃蟹的腹部有鼓胀。从实验结
果来看，给虾类和螃蟹灌胶注
水其实并不可行。
据新华社、国家食药监局网站等

用塑料做大米，从成本上就不现实。

往大虾里注水，很快会造成大虾死亡。

面条里的“胶水”其实是面筋。

肉松是棉花做的：
棉花的本质是植物纤维，主要成分为纤维素，是一种不可溶的纤
维，虽然看上去也很松软，但放入口中是嚼不烂的。
大头菜是蜡和塑料做的：
视频取自一段由日本人拍摄的制作食物模型的教学课，可以用于
饭店、商场展示的菜肴模型、早教或学校教育的道具、家居装饰、游
戏道具等。
紫菜是塑料做的，撕不碎：
塑料薄膜的原料价格还是挺贵的，如果要做出紫菜的质感和外观，
再加上人工成本，肯定比紫菜贵多了。

5月份已经被食药监部门辟谣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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