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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吃得更安全

——食品安全消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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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明确食品安全工作的四大原则：预防为主、风险管

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以此原则为指导，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

全监管三司会同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以保障公众食品安全为出发点，以指导

科学消费为落脚点，着眼于日常消费量大的食品品种，针对可能的食品安全盲点

和消费误区，结合当前夏季温度高、湿度大等特点，邀请相关行业协会和权威专

家，编制了系列消费提示。

总体来看，消费者在选购、存储和加工制作食品时应注意以下三方面：

一是通过正规可靠渠道购买并保存凭证，看清外包装标签标识中的食品生产

单位和产品相关信息，如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名称和地址、成分或配料表、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适用人群等。不要购买无厂名、厂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的产品，不要购买超过保质期的产品。

二是购买后按照标签所示方式保存，保存期限不要超过保质期。按照标示方

法加工食用。老人、孕妇、婴幼儿、免疫力低下和易过敏人群应特别关注食品适

用人群。散装食品注意适量买入，妥善保藏。

三是食品加工制作时应注意清洁卫生。加工人员应洗净双手。制作前确认食

材新鲜，没有变质。食材要洗净，刀具、案板和餐具等要清洁并生熟分开。加热

烹制过程要做到烧熟煮透，凉菜要现做现吃。

除了上述注意点以外，本消费提示还对不同特点食品的选购、存储、加工提

出了建议，希望对广大消费者有所帮助。

《如何吃得更安全——食品安全消费提示》是继《食品安全风险解析》后，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监管三司和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开展食品

安全风险交流工作的又一成果。编制过程得到了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等 15 家国家

级食品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由于时间仓促，难免有疏忽、不足

之处，欢迎大家指正！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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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的消费提示

一、要逐步改变过度追求

外观与口感的传统消费理

念，最好粗细搭配

大米按照品种分为籼米、粳

米与糯米。籼米通常胀性大、黏

性小，主要用于制作米饭与米线，

做饭时加水较多；粳米通常胀性

小、黏性大，做饭时加水较少；

糯米很黏，通常用于制作米酒、

粽子、元宵等传统米制品。

大米按照加工程度与方式可

分为糙米、发芽糙米、精米、留

胚米、蒸谷米等。稻谷去壳后即

是糙米，包含了胚乳、胚芽及外

层米糠，色泽偏黄，富含纤维、

B 族维生素、多种矿物元素及其

它生物活性物质，尽管糙米属于

全谷物，比精米营养丰富，但是

不易储存，不易蒸煮制作，口感

较为粗糙。如果接受不了糙米的

这些“缺点”，选择一些糙米方

便食品是较好的选择。营养强化

大米是指在精米的基础上添加了

维生素 B1、维生素 B2、叶酸、

烟酸、尼克酸、钙、铁、锌等营

养素的大米。精米的优点是外观

亮白、口感较细腻，但是加工精

度越高，膳食纤维、维生素与矿

大米是人们日常消费的最大宗的

主粮品种，也是人体所需能量的主要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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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元素等营养成分的损失相对越多。

建议消费者逐步改变过度追求外观与

口感的传统大米消费理念，最好是粗

细搭配。

二、选购散装大米时要观其色、

闻其味；选购包装大米时，要

关注包装袋上的信息标识

购买散装大米时，首先是要观其

色，即丰满光滑、有光泽，色泽正常；

二是要闻气味，即有清香味，无异味，

有霉味等异味的大米不宜食用。购买

包装大米时，关键是辨识包装上的产

品名称、净含量、生产企业、生产日

期等信息，注意购买保质期内的产品。

三、大米应在阴凉、通风、干

燥处储存

失去稻壳与皮层保护的大米，

容易受环境条件影响而吸湿、发热、

生霉、生虫等，尤其是在夏季高温

高湿条件下，更易变质。家庭储存

的大米，首先要保持装米容器洁净、

干燥，要放在阴凉、通风、干燥处，

避免高温、光照。有些家庭会在夏

天把大米拿出来曝晒，以为这样可

以防虫驱虫，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

无效，还会严重降低大米的食用品

质，而且再放回潮湿的环境里更容

易受潮、霉变和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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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面制品及
家庭制作面食的

消费提示

一、家庭制作面食

1．面粉的放置

夏季天气潮湿，面粉容易发

霉变质，应将面粉放在干燥、通风、

避免阳光直射的地方。取出做馒

头、面条等面食需要的面粉后要

将面粉口袋扎紧封严，防止受潮。

2．面粉品质观察

制作面食前，先要注意观察

面粉状况，正常的面粉应无结块、

无虫卵。有面粉结块、有丝状物

出现时，最好不要食用。其次是

闻一闻，正常的面粉无异味，如

果有哈喇味等异味，最好不要食

用。

3．面食的制作

面粉主要的营养成分是淀粉，

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 B 族

等含量相对较低。而夏季食欲差、

出汗较多，容易导致体内营养元

素的流失，因此在做面条、包子、

馒头、饼等时建议可以在面粉中

加入适量的鸡蛋、牛奶和少量的

盐，不仅能够提高面食的营养，

而且做出的面条筋道、包子松软。

4．食用安全建议

如果想吃凉面，冷却面条可

以用凉开水，最好不要使用自来

夏季到了，食欲不振，很多消费

者都喜欢食用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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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如果吃焖面，切记一定要将豆

角、鲜黄花菜、金针菇等食材先煮

熟、焖透，然后再与面条混合加热

后食用，以避免食入某些有害的植

物性毒素。含有肉的面条、包子、

肉笼等也一定要煮熟、蒸透后再食

用。此外，食用面食时尽量搭配蔬

菜、水果。

二、市场购买面制品

1．销售地点观察

直接购买面条、包子等食物，

一定要注意销售环境。通常食物在

低于 4℃或者高于 70℃的环境下存

放比较安全。销售人员及销售场所

要有恰当的卫生防护措施，如果销

售环境的卫生状况较差，建议不要

购买。

2．面制品观察

通常购买的面制品最好即买即

食，特别是冷面等，最好购买由正

规渠道销售的、包装完整的面制品；

如果发现有异味，一定不要再吃。

对于包子、馒头等，建议买回去后，

进一步加热再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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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植物油的
消费提示

一、挑选食用植物油时，注

意观察其颜色和透明度

在选购食用植物油时要掌握

以下两点要领。一是颜色，各种

食用植物油都会有其特有的颜色，

经过精制，颜色会淡一些，但不

可能也没必要精制到一点颜色也

没有。二是透明度，要选择澄清、

透明的植物油。

二、科学合理食用植物油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

版）中给出的建议是，每人每天烹

调油摄入量以不超过25~30克为宜。

炒菜可以采用控油壶来控制使用

量。不同种类的油最好换着吃，因

为不同种类油之间的脂肪酸差异可

能比较大，而不同的脂肪酸发挥的

作用也不同，需要均衡摄入。 

最好多采用低温的烹调方式，

并避免同一锅油反复多次加热。

炒菜时油温过高，不仅油脂本身

的化学结构会发生变化，也会影

响人体消化吸收；油脂中的脂溶

性维生素 A、E、D 也都会被破坏，

导致营养价值降低。建议家庭的

烹调方式多采用蒸、煮、炖或水焯，

尽量减少煎炸。

食用植物油是人们每日膳食中不

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体所

需的必需脂肪酸、脂溶性维生素的重

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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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食用植物油放置的时间长一

些，在食用前，可取一、二滴油放在

手心，双手摩擦发热后，如用鼻子闻

不出异味（哈喇味，或刺激味）方可

食用，如有异味不可食用。

三、保存食用植物油，应注意

密封、避光、低温、忌水

存放食用油，要远离氧、光照、

高温、金属离子和水等促油脂氧化因

子，所以要把握四个原则，即密封、

避光、低温、忌水。如买大桶油，可

按一周的食用量将油倒入控油壶，再

将大桶油用胶带密封好，放在阴凉避

光的地方。开封后最好在 3 个月内吃

完；如选择小瓶分装再食用，则首选

干净的棕色玻璃瓶，注意瓶子应干燥、

无水；存放时要避免阳光直射，也要

远离灶台等较热的区域。新旧油不要

混放，否则会加速油的氧化，装油的

小瓶也要定期清洗。装有植物油的油

瓶使用后直接放入冰箱，既避光又低

温，是一种值得推荐的存放食用植物

油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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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油的消费提示

一、如何挑选酱油

1．观色泽、察体态。

品质好的酱油颜色应呈红褐

色或棕褐色，有光泽，摇起来表

面会有较多泡沫不易散去，酱油

本身仍澄清，无悬浮物，无浮沫，

比较黏稠，同时具有挂壁现象。

而劣质酱油颜色发乌发暗，摇动

时只有少量泡沫并且容易散去。

2．闻气味、品滋味。

品质好的酱油具有柔和的酱

香或酯香等特有的芳香味，味道

鲜美适口而醇厚，柔和绵长，咸

甜适度，无明显刺鼻气味，无异

味。而劣质酱油酱香或香气平淡，

酱油主要是由豆、炒小麦（面粉）、

麸皮酿造而成，是消费者日常生活中

较常用的调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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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味薄，略有苦、涩等异味。

二、如何食用酱油

1．烹饪酱油和佐餐酱油别混用。

购买酱油时，应该看明标签上标注的

是佐餐用酱油还是烹饪用酱油，这两

者的卫生指标是不同的。佐餐用酱油

可以直接入口；烹饪用酱油用于烹饪

炒菜，尽量不要直接食用。

2．注意酱油加进菜肴的时间。酱

油含有氨基酸及丰富的风味物质，过

度加热营养成分会因发生反应或者挥

发而损失，而且颜色变深。烧鱼、烧肉，

酱油可以早点儿加，炒青菜等最好在

菜肴即将出锅前加进少许，这样可以

避免锅内的高温破坏氨基酸，并且酱

油中的糖分也不会焦化。

3．由于酱油中含有一定的食盐，

忌盐消费者要注意用量。

三、如何保存酱油

1．酱油不适合存放在不锈钢容器

中，最好使用玻璃瓶存放。

2．在未开盖情况下，避免高温环

境，正常存放，在保质期内可保持原

有品质；也可放在低温冷藏，延长保

存时间。

3．开盖使用后，注意用完随时加

盖，瓶口要清理干净，以减少风味物

质的挥发以及环境中灰尘、微生物等

的污染。存放环境要避免高温、潮湿

和不卫生。

4．为防止发霉长白膜，可以往酱

油中滴几滴香油或者滴几滴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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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醋的消费提示

一、食醋的选购

市场上的食醋类型、名称多

样，在原料、生产工艺方面各具

特色。其中，陈醋、老醋主要是

指经过长时间陈酿的谷物醋；香

醋是以糯米等为原料采用固态发

酵工艺生产的食醋；熏醋是固态

发酵食醋生产过程中经过熏醅工

序得到的食醋；米醋主要以谷物

为原料采用液态法发酵生产；果

醋是以水果为主要原料酿造而成。

饺子醋、凉拌醋是在普通食醋的

基础上添加其它食用原料生产的，

消费者可以根据使用需求选购不

同食醋。

酸度是食醋的主要指标之一，

我国食醋按照生产工艺主要分为

酿造食醋和配制食醋。酿造食醋是单

独或混合使用各种谷物、水果等物料

或食用酒精，经微生物发酵酿制而成，

根据发酵工艺可分为固态发酵食醋和

液态发酵食醋；配制食醋是以酿造食

醋（以乙酸计不低于 50%）为主要原

料，添加食用冰醋酸按照国家标准混

合配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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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一类型产品，酸度越高生产成本就

越高。与调配食醋相比，酿造食醋中不

挥发酸、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更高，氨基

酸、有机酸等物质更为丰富，口感柔和，

摇晃后产生均匀的泡沫并且较为持久。

质量好的食醋具有特有的香气，劣质产

品一般有异味或滋味寡淡。

二、食醋的食用

食醋的酸味主要来源于醋酸等有

机酸，对于特殊人群，如患有胃炎、

胃溃疡患者，应当注意控制食醋的食

用量，以免引起不适。白醋常用于凉

拌菜，加热烹饪时容易挥发。此外，

酸味能增强人对咸味的感知，炒菜时

添加少量食醋不仅改善口感，也有利

于减少食盐的摄入量。

三、食醋的贮存

食醋酸度较高，不要存放在不锈

钢容器中，最好使用玻璃瓶存放。以

谷物为原料采用固态发酵法生产的食

醋，在存放过程中容易产生沉淀，在

保质期内如无其它异样属于正常现象，

可放心食用。产品打开后，注意用完

随时加盖，以减少产品风味物质的挥

发以及环境中灰尘、微生物等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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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精的消费提示

一、如何选购鸡精？

从配料标签了解产品信息，

留意外包装上是否标注成分含量、

关注产品的生产日期。通过观察

包装印刷质量，如色彩饱和度、

图案和文字套色是否准确等确定

产品质量。不同厂家产品特点不

同，消费者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选择产品。一般来讲，包装容器

不是判定产品质量的依据。

鸡精已经成为我国食品加工制

造、餐饮和家庭烹饪用于调味的主要

调味料。鸡精以谷氨酸钠（味精）、

食盐、鸡肉 / 鸡骨的粉末或其浓缩抽

提物、5' - 呈味核苷酸二钠及甜味剂、

油脂等其它辅料为原料，添加或不添

加香辛料和（或）食用香精等经混合、

造粒、干燥等工序加工而成的具有鸡

的鲜味和香味的复合调味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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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保存鸡精？

鸡精最好保存在阴凉干燥处。开

封后须密闭保存，防止鸡精吸潮变软，

甚至结块。粉状鸡精比颗粒状鸡精容

易结块。吸潮导致鸡精含水量提高，

变软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在保质期

内仍可以放心食用。含水量提高不利

于鸡精保存，应尽快使用。如果是袋

装鸡精，袋子开口处折叠后用口袋夹

夹紧；如果使用调味料罐，则每次添

加量要尽量少，使用后盖上盖子。厨

房环境湿度大，要注意减少鸡精暴露

在空气中的时间，尽可能迅速密封，

袋子封口时尽可能地挤压排出袋内空

气。

三、烹饪时什么时间加入鸡精？

由于高温会使鸡精的主要成分谷

氨酸钠发生失水生成没有鲜味的焦谷

氨酸钠，因此烹饪菜肴时，应在加盐后、

出锅前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鸡精。

拌凉菜时，鸡精先溶解再浇到凉菜上，

效果更好。

鸡精含有一定的盐分，消费者在

使用时可根据自己对咸味的感知力和

喜好度不同，少放盐或不放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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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肉制品的
消费提示

一、购买严把关

购买低温肉制品时，应尽量

选择具备食品生产经营相应资质

的正规厂家、正规商超渠道。应

购买包装完好、标签标识清晰、

感官正常、保质期内的低温肉制

品，避免购买胀袋或内表面明显

发黏的低温肉制品。购买时，重

点关注该产品是否储藏在 0~4℃的

环境下。

二、冷藏要及时

低温肉制品相对温和的加工

和杀菌条件可以杀死其中的致病

微生物，但由于部分微生物会产

生芽孢、能够耐受较高的温度，

所以可能会有部分残留其中，一

旦条件适宜就会生长繁殖。因此，

低温肉制品购买后，应避免在室

温下长时间暴露。应尽快将其放

低温肉制品是指常压下通过蒸、

煮、熏、烤等热加工过程，使肉制品

的中心温度控制在 68~72℃，并需在

0~4℃低温环境下储存运输销售的一

类肉制品。在商场、超市低温柜中销

售的熏煮香肠、熏煮火腿、培根、酱

牛肉等产品，均属于低温肉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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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冰箱中冷藏贮存，并尽量做到分类、

分区单独包装和存放，避免同生食食

品、熟食或无包装食品接触。

三、食用应尽快

购买的低温肉制品应在保质期内

尽快食用。食用时，应注意清洁卫生，

刀具、案板和餐具做到生熟分开，避

免交叉污染。打开包装后未食用完的

低温肉制品应放入冰箱中密封保存并

尽快食用完毕。避免食用胀袋或有明

显异味的低温肉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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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串类肉制品的
消费提示

一、电烤串好于碳烤串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高温烹

饪或将食物直接放在火上，会产

生如多环芳烃和杂环胺等有害物

质。因此，从食用安全的角度，

电烤串优于碳烤串，因其不与明

火接触，热力均匀，肉串不会局

部焦糊；同时烤盘温度方便控制，

避免温度过高，可以大大减少致

癌物的产生。

二、选择烤熟烤透的肉串

为确保食用安全，应选择烤

熟烤透的肉串。有些外焦里嫩的

肉串，受热不均，中心温度偏低，

达不到有效杀菌目的，可能含有

烤串类肉制品具有特殊的香味和

酥脆的表皮，深受广大消费者，特别

是年轻人的喜爱。常见的烤串类肉制

品有烤羊肉串、烤腰子、烤鸡翅、烤

鸡心、烤板筋等。进入夏季，烤串消

费量大增，但夏季温度高，适于细菌

繁殖，容易导致食物腐败变质，存在

食物中毒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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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性微生物残留，成为引发食源性

疾病的隐患。

三、选择正规的、卫生条件比

较好的烧烤店

吃烤肉串应选择正规的、证照齐

全、卫生条件比较好的烧烤店。无证

照的摊点卫生难以保证，从业人员大

多未经健康检查，使用的原辅材料及

工器具等质量难以保证，食品安全风

险隐患较多。

四、家庭自制烤串注意事项

1．购买新鲜的食材，选用卫生的

工器具。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肉串，

包括选购新鲜的羊肉、羊腰、鸡心、

合格的调味料等，同时还要注意签子、

夹子、烤网等用具的卫生。

2．追求鲜嫩口感的同时保证食用

安全。肉块要均匀，切小一些；烤时

要勤翻动，使其受热均匀，烤熟烤透。

当木炭开始燃烧时，会伴有浓烟和火

苗，此时不宜放肉串上去；开始烧烤

后应让食品离炭火远些，这样做可以

有效减少有害物的生成。

3．食材应注意保持低温。肉串做

好后应放冰箱中冷冻或冷藏，运送途

中用保温箱加冰或其它方式维持低温，

保证肉串的新鲜。特别是家有老人、

儿童或免疫力低下成员时，尤其应注

意饮食卫生。



18

酸奶的消费提示

酸奶是指以生牛（羊）乳或乳

粉为原料，经杀菌、接种嗜热链球菌

和保加利亚乳杆菌发酵制成的产

品，富含优质乳蛋白及钙。

与纯牛奶相比，酸奶不仅

更易于被人体吸收、消化，

且种类多样，风味独特。

一、酸奶尤其适用于对乳糖

不耐受或对牛奶消化不良者
由于亚洲成年人肠道中乳糖

酶含量相对较低，部分人群难以

将奶中所含乳糖及时消化，可能

会出现腹疼、腹泻的现象。酸奶

中的活性乳酸菌可将鲜牛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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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糖部分分解为易于消化吸

收的半乳糖和葡萄糖，同时产生乳酸，

使肠道酸性增加。不能喝牛奶的人，可

用酸奶来替代。乳中蛋白质在乳酸菌作

用下分解后更容易消化吸收；钙也因为

乳酸的存在，更容易被人体利用。此外，

酸奶中保留了牛奶中的所有维生素，而

且经过发酵，乳酸菌的活动还能增加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是维生素 B2、B6、

B12、维生素 A、维生素 D 等的良好膳

食来源。

二、注意区分酸奶和乳饮料

乳饮料是以纯乳或乳制品为原料，

经加工调配制成的产品，可分为配制型

饮料、发酵型乳饮料和乳酸菌饮料。其

中乳酸菌饮料主要为提供活性乳酸菌，

而酸奶除了提供乳酸菌（灭菌酸奶除

外），主要为了补充牛奶中的营养成分，

如蛋白质与钙。酸奶和含乳饮料可通过

标签中的蛋白质含量区分：酸奶中的蛋

白质含量不低于 2.3%，而配制型乳饮

料和发酵型乳饮料的蛋白质含量均大于

或等于 1.0%，乳酸菌饮料蛋白质含量

大于或等于 0.7%。

三、酸奶应根据标签合理保藏

“活菌”酸奶应在冷藏柜里销售，

而且在购买后应尽快放入冰箱里，及时

饮用，以保证益生菌活性，达到健肠功

效。“灭菌”酸奶经过加热处理灭菌，

可在室温下存放几个月。但消费者应注

意检查产品是否超过保质期，尽量选购

最新鲜的产品，不要饮用出现胀袋现象

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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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饮料的消费
提示

一、科学选购碳酸饮料
碳酸饮料分为果汁型、果味

型、可乐型和其它型等几大类，

国家标准《碳酸饮料（汽水）》（GB/

T 10792-2008）中规定果汁型碳酸

饮料中果汁含量必须大于 2.5%，

二氧化碳气容量（20℃）不低于 1.5

倍。碳酸饮料一旦开封后，二氧

化碳会逸出而影响饮料口感，消

费者应根据需求选择不同规格的

包装产品。

二、碳酸饮料不能冷冻

经冷冻后碳酸饮料中的二氧

化碳在水中的溶解度降低，会导

致大量气体从水中析出，造成容

器的压力过大。密闭的容器首先

碳酸饮料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充入

二氧化碳气体的饮料，不包括由发酵

法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由于碳

酸饮料中富含二氧化碳，可在炎热的

夏季带走体内热量，起到降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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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变形，进而可能导致爆炸并发生危

险。

三、碳酸饮料不可过度饮用

儿童和青少年是碳酸饮料的主要

消费群体之一。由于碳酸饮料一般含

有约 10% 左右的糖分，热量高，经常

喝容易造成肥胖，影响青少年的生长

发育。因此，切不可过度偏好碳酸饮料，

尤其是对处于发育阶段的青少年来说，

应尽量少饮用碳酸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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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茶固体饮料的
消费提示

一、放阴凉干燥处保存

由于奶茶固体饮料的产品特

性，应将产品放置阴凉干燥处保

存。环境温度过高会影响奶茶固

体饮料品质，要避免阳光直射；

奶茶固体饮料容易吸潮，要远离

湿度较大的地方。

二、热饮时当心烫口

饮用热的奶茶饮料时要注意

避免发生烫伤。

奶茶固体饮料是以茶叶的提取液

或其提取物或直接以茶粉、乳或乳制

品为原料，可添加糖（包括食糖和淀

粉糖）和（或）甜味剂、植脂末等一

种或几种其他食品原辅料和食品添加

剂，经加工制成供冲调饮用的固体饮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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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止噎喉
椰果奶茶、珍珠奶茶、果蔬奶茶

等是用奶茶粉分别和椰果粒、珍珠 Q

果或红豆粒、红枣粒组合而成。三岁

以下儿童或老人在饮用这些产品时存

在进入气管或支气管的隐患，儿童须

在监护人的指导下食用，老年人应小

心饮用。

四、注意过多添加糖的摄入

由于奶茶固体饮料中含有添加

糖，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龋齿、超

重肥胖的危险，建议适量饮用。《中

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 版）建议，

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不超过 50 克，

最好控制在 25 克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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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冻面米制品的
消费提示

速冻面米制品是指以小麦粉、大

米、杂粮等谷物为主要原料，或同时

配以肉、禽、蛋、水产品、蔬菜、果料、糖、

油、调味品等单一或多种配料为馅料，

加工成型（或熟制），经速冻工艺加

工制备的食品。速冻面米制品主要包

括速冻饺子、馄饨、汤圆、粽子、馒头、

包子、油条等。根据产品冻结前是否

经过加热工艺，又分为熟制品和生制

品。带馅的速冻面米制品原料丰富多

样，存在被微生物等污染的可能性，

也存在后续加工处理不当带来问题的

风险，消费者更需要关注其食用安全。

即使经过加热熟制的速冻面米制品，

因在冷冻环境下长期存放，有可能与

生制品交叉污染，食用前必须妥当处

理。

一、如何选购
应选购存放于低温冷柜中、

保质期内、包装完整、冷冻坚硬、

形状正常的食品。如发现冷柜温

度变暖、包装破损、饺子粘成一

坨（有可能是冷柜温度变化，货

品被反复冻融所致），不宜购买，

并要告知超市的销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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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冻食品要随吃随买，每次尽

量少买，应在交款前最后将速冻食

品放上购物车，并以最短的时间运

送回家，第一时间放入冰箱冷冻层。

二、如何存放
家 用 冰 箱 的 冷 冻 层 应 设 置

为 -18℃，目的是抑制食品中可能

携带致病菌的生长繁殖。速冻食品

的存放应生熟制品分开，并定期清

理过期、变质食品。速冻饺子、馄

饨等产品的保质期一般不超过 12 个

月，除去超市存放的时间，家庭存

放在冷冻条件下的速冻食品最好在

3 个月以内，最长不要超过 6 个月。

三、如何蒸煮
速冻面米制品的传统食用方式

是蒸、煮、煎、炸，应按照食品包

装标识的方法，正确加热、熟制。

特别是带馅制品，一定要沸水煮熟、

蒸透，荤馅比素馅需要的时间略长，

确保杀死生鲜原料中可能存在的食

源性致病菌，保证食用安全。

餐后剩余的饺子、馄饨，要在

室温下凉透后放入冰箱冷藏，再食

用前一定要彻底加热。



26

糖果、巧克力的
消费提示

一、糖果、巧克力的水分含

量低，应在正确条件下储存，保

质期内产品质量比较稳定，但建

议不要在家中长时间储存糖果、

巧克力，尽量做到少量多次购买。

二、冰箱由于湿度大、易串

味，并不适合储存糖果、巧克力。

特别是巧克力，贮存不当还容易

起“白霜”。建议一般将糖果、

巧克力密封储存在阴凉避光处。

糖果是以砂糖、糖浆或糖醇为主

要原料，加入油脂、乳制品、胶体、

果仁、香料、食用色素等制成的甜味

食品。巧克力是以可可制品（可可脂、

可可液块或可可粉）为主要原料，添

加（或不添加）非可可植物脂肪、食

糖和（或）甜味剂、乳制品及食品添

加剂，经特定工艺制成的固体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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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环境温度太高，不得不放入冰箱保

存时，建议将糖果、巧克力包裹严密

后再放入冰箱。

三、巧克力中脂肪和糖的含量较

高，能量也较高，幼儿需要来自多方

面的均衡饮食来提供生长发育所需的

营养，如果过多食用可能会影响正常

饮食。同时，由于巧克力中多酚物质

含量较高，因此不建议 3 岁以下幼儿

食用巧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