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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别真假海蜇丝
“假海蜇丝”的信息发布后，吓到的朋友可能需要来一盘真

海蜇丝压压惊， 那么这里有必要科普一下———假海蜇丝通体透
明，无味道，韧性很强，用手轻轻拉扯不易扯断，把它从水中捞出
来放上一阵，则会如透明胶带一样柔软。真海蜇丝看上去白中带
黄，闻上去有海腥味。优质海蜇丝呈白色或淡黄色，有色泽，无红
斑和泥沙。摊开海蜇丝，越大、越白、越薄越好。肉质发脆、不坚
硬、不破裂、吃起来脆响，有嚼劲。 ■来源：人民网

2016.5.10��星期二 编辑 曾梓民 图编 杨诚 美编 叶海琳 校对 李辉E06 消费经

10吨“人造”海蜇丝流入市场
海藻酸钠、明矾严重超标 长期食用或变傻

湖州查获
“人造海蜇丝”

据该媒体报道，“袁某等
3名嫌疑人在湖州织里镇商
城路农贸市场内非法生产和
销售假冒海蜇丝快一年时间
了！”今年4月下旬，湖州市
公安局食药环支队接到这样
的举报。 湖州警方立即联合
市场监督局执法， 于4月22
日，现场查扣“人造海蜇丝”
300余斤。

经查，袁某等人自2015
年6月至今，在明知人造海蜇
丝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
况下，仍采取用海藻酸钠、无
水氯化钙、 硫酸铝铵等原料
制造人造海蜇丝， 在织里镇
商城路农贸市场自己经营的
冷冻食品店内进行销售，非
法获利7万余元。 据袁某交
代， 他也知道这种假海蜇丝
害人， 但是这两年海蜇批发
价一般在30-40元一斤，养
殖期40天左右。 而假海蜇丝
成本比养殖海蜇丝低近一
半， 销路好， 制作周期也不
长， 所以他们才会铤而走险
干了近一年。

他还说， 他的手艺是跟
常州的“师傅”学的，原材也
是从“师傅”那里进的。

假海蜇丝危害挺大
“人造海蜇丝”的原料中，海藻酸钠是一种很好的增稠剂，也

是一种安全的食品添加剂。不过添加剂毕竟是添加剂，把添加剂
当做食品来吃，就有些不合适了。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海藻
酸钠含有较多的纤维素，虽然纤维素对人体有一定的好处，但吃
得太多会影响营养素的吸收。 其在肠子内还会吸附其它食品中
存在的铁、钙、镁、锌等矿物质，使这些营养素也不能被人体吸
收，所以多吃可使人因缺乏多种矿物质而出现营养不良等症状。

此外，“人造海蜇丝” 中另一种原材料硫酸铝铵就是人们常
说的明矾。这种材料中铝元素含量较高，长期食用会影响人体对
钙、铁等矿物质的吸收，导致骨质疏松、贫血等。此外，长期摄入
铝元素，能够影响甚至破坏人体的神经系统，使得神经衰弱的发
生率明显提高，甚至使人易患阿尔茨海默病即老年性痴呆。而经
检测，贾某等人制造的“人造海蜇丝”中铝含量超标严重，达到
600-800mg，长期食用危害极大。

常州警方配合“一锅端”
获悉线索后，湖州警方连同当地市场监督

部门的执法人员共十余人来到常州，在掌握清
楚制假窝点具体位置后，请常州警方配合他们
抓捕犯罪嫌疑人。

钟楼公安分局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安排
了近20名警力配合抓捕，在钟楼区邹区镇邹区
村委钱家村内的一处民房里现场抓获犯罪嫌
疑人贾某、孙某、马某。

一名参与抓捕的办案民警告诉记者， 他们
看到现场情况时也很吃惊！ 民房成了私人小作
坊， 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塑料桶。3人在作坊
里正在生产加工“假海蜇丝”。湖州的执法人员
在现场查扣了大量原材和“假海蜇丝”。后叫了
一辆卡车将这些制假工具、产品拖回了湖州。警
方了解到，三名犯罪嫌疑人均是安徽人，其中两
人是夫妻关系，另一人是夫妻俩雇的小工。夫妻
俩在常州做南北货生意，但“假海蜇丝”流向哪
里目前湖州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

经查， 贾某等3人一年来共生产超过10吨
假海蜇丝，非法获利10万余元。

常州警方表示，该案件后期可能还会有所
行动，常州警方将密切关注案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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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蜇丝居然也
有人造假！5月7日，
杭州媒体曝出湖州
警方根据举报在当
地农贸市场查获大
量假海蜇丝， 随后
顺藤摸瓜查获一吨
假海蜇丝的新闻，
所谓的“海蜇丝”全
是化学原料人工合
成。

左边的是假海蜇丝，几近透明。右边的是真海蜇丝，淡黄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