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2022年7月9日/星期六 本版编辑/胥柳曼 本版视觉/黄 娟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上海新闻

夏季标配的雪糕这几日成了大家关注的

焦点。除了调侃有些雪糕“晒不化”也“烧不

化”，大家更担心的莫过于本就“污名缠身”的

食品添加剂，看到配料表里的卡拉胶、瓜尔

胶、刺槐豆胶等“胶”类增稠剂就不免反感。

这些对消费者身体健康会不会造成影

响？记者为此请教了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

教授陈舜胜。

多品牌雪糕用增稠剂
陈舜胜介绍，增稠剂在雪糕、冰淇淋中很

常见，主要作用是让原料变得更粘稠，在凝冻

的过程中改变水的结晶形态，同时也可以增

强产品质地的稳定性，“通俗来说，就是融化

后不会滴得到处都是”。

事实上，国内市场中，消费者熟悉的诸多

传统品牌雪糕里，大多也添加了增稠剂。

近期引发网友质疑的，“主角”是配料表

里含带上“胶”字的食品添加剂——多少会让

人联想到胶水或是化工产品。实际上，这些

“胶”大多数是多糖或可溶性膳食纤维，有促

进肠胃消化的功能。

“就卡拉胶来说，它是一种天然多糖，广

泛用于制造雪糕、果冻、软糖、罐头、银耳燕

窝、羹类食品等。”陈舜胜解释，“就像果冻、布

丁中添加卡拉胶后，晶莹剔透，造型美观；而

适量的卡拉胶有助于雪糕中乳蛋白保持相对

稳定的状态，起到保持食品在货架期风味和

形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人体的消化酶

对卡拉胶不吸收，会将其直接排出，却能产生

饱腹感，因此也被用于减肥相关食品的生产。

据了解，目前国家批准使用的增稠剂中，

带“胶”字的大约有20种，包括来自藻类的卡

拉胶、海萝胶，来自微生物的黄原胶、可得然

胶、结冷胶，来自植物的瓜尔胶、果胶、刺槐豆

胶等，以及来自动物的明胶、紫胶等。

添加剂使用要求严格
除了增稠剂，还有一些食品添加剂在雪

糕中起到了乳化剂的作用，以提高原料的均

匀性和稳定性，并帮助形成柔软细腻的口感。

根据《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

2014）的要求，在冰淇淋、雪糕类冷冻饮品中，

卡拉胶、瓜尔胶等作为增稠剂可“按生产需要

适量使用”。

类似增稠剂、乳化剂等成分的确增加了

雪糕、冰淇淋的抗融性，但无论从口感还是经

济成本角度来看，添加太多都是没有意义

的。试想一下，如果雪糕、冰淇淋太过黏稠，

想必消费者也不会再次光顾吧。

陈舜胜告诉记者，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是

为了改善品质和口感（色、香、味）、延长保质

期（防腐）、提升食品的营养价值、以及满足加

工工艺的需要，因此也有了“没有食品添加

剂，就没有现代食品业”这一说法。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要求”很严格，只要

是合法合规的食品添加剂，并依规定添加使

用，对于我们并无伤害。

有些市民总对食品添加剂产生误会，其

实是由于“非法添加物”的存在——而食品添

加剂和非法添加物本身是两个概念。如家喻

户晓的苏丹红、三聚氰胺、工业明胶等，都是

未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添加入食品的有害物

质，属于“非法添加物”。

买冷饮更应关注什么？
“购买冷饮时，要注意包装密封完整，关

注食品标签上的信息，拒绝购买三无食品。

就雪糕来说，比较容易出现的非法添加物主

要是违规加入的色素。”陈舜胜说。

有些市民发现，撕开包装袋后，雪糕表面

有时会出现比较多的冰晶，疑惑是不是雪糕

化了导致的。其实，只要形状没变化，就无需

担心——主要原因是因为放久了，雪糕中的

一部分水分蒸发后冻结形成的。

另外，也要来一句提醒：冷饮虽好吃但不

可多吃。“大量食用冰冷的食品很容易刺激胃肠

道，引起血管收缩，减弱胃肠消化功能，降低身体

抵抗力。”上海市中医医院药剂科医师薛亚指出。

本报记者 郜阳 实习生 计丹洁

雪糕里的卡拉胶、瓜尔胶长期食用有风险吗？
食品专家称合法合规使用并无伤害

吃冷饮谈“胶”色变没必要

“欢迎你们来到大人的世界！”“形形色色

的人生题目没有完美答案，正在等着你不断

勇敢去探索”……一段段真实的成长感悟，一

句句真诚的祝福，汇聚成6分21秒的视频，为

学弟学妹们送上未来的叮咛。2022年上海

秋季高考今天落幕，这是格致中学的同学们

收到的别样成人礼——格致中学校友会青年

校友分会在其公众号发布视频：“致2022届

的你”。从1999届至2018届，年龄横跨将近

20年的十余名青年校友们感叹：“素昧平生的

你，好像是久别重逢的18岁的我自己”；他们

更想说，“高考不是唯一，人生有很多可能”！

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这届高三同学很不容易。三年高中生

涯将近两年半都在疫情中度过、考前居家学

习三个月、高考延期等因素，都对他们的心

态提出了很大挑战。”格致中学青年校友会

负责人、2007届校友罗利佳告诉记者，格致

中学有“生涯助力师”的传统活动。6月初，

她在青年校友会中提出拍摄视频的想法后，

反响热烈。大家都觉得高考前，仅仅喊一声

“高考加油”有点单薄，希望能用更多校友的

真实经历去给孩子们以启示。校友们短短

几天内发来了丰富的视频素材，视频的粗剪

版本长度甚至达到了一个小时，经过反复浓

缩，方才形成现在的版本。

罗利佳发现，校友们的视频都不约而同

地指向了同一个主题：高考不是唯一，人生有

很多可能。换一个角度，或许能够豁然开朗。

如今，1999届校友唐晓敏更为人熟知

的身份是旅行畅销书作家“左手”、自媒体

账号“原来这么拍”的主理人，粉丝超300

万。她坦言，自己的高考并不尽如人意，行

政管理专业毕业后考上公务员，却最终听

从内心召唤追寻着内心的媒体梦。在机缘

巧合下，热爱旅行的她将专业和兴趣结合，

成为旅行博主。唐晓敏想对学弟学妹们

说，很多行业都在随技术和时代的发展动

态变化，个人的兴趣爱好也可能发展成事

业，行业的起伏变化也会带来困难和挑

战。对此，唯有坦然面对。“每一步走过的

路都算数。”唐晓敏说。

挑战自己,去成为自己
学长们笑言，别将一场考试看得太重，而

人生要面对的“考试”，也远不止这一场，人生

的每一个阶段，都在不停地“打怪升级”。比

如，要给十几位专家做项目汇报；比如，投稿

了一篇学术论文等待审稿人的意见，每次打

开的时候就会像是经历一次高考查分；又比

如一边兼顾工作，还要照顾孩子……

“作为国家紧急医疗队队员和中国红十

字医疗队队员，我执行过一些援外医疗任

务，参加了不少紧急救援行动，也刚从临港

方舱抗疫救援回来。每每经历较大的事件，

我都会感觉到自己的成长。”2002届校友、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石晶

晟说。2003届校友樊子宏是公安民警，他坦

言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当身穿大白面对来

势汹汹的病毒，也曾经害怕和彷徨，最后是

当年入警时的誓言和对保卫人民安全的信

念支持自己顺利完成工作。2007届校友鹿

蓉现任华山医院放射诊断科医师，刚完成博

士学业，而在攻读博士期间除了科室的临床

一线工作，也需兼顾博士课题研究，“医学生

的生活每天都像备战高考。”

“就像今年高考作文题里所说，小时候

人们喜欢发问，长大后我们总是看重结论。

不是结论不重要，而是你来人间一趟，总要

体验下不同的风景，不必禁锢在一种模板

里；保持好奇，你的人生才会充满可能性。”

罗利佳说，这几乎是校友们共同的感触。

视频最后，他们一人一句，寄语学弟学

妹，“祝你诚实守信、沉着冷静。去追寻真

理，去发现机遇,去创造可能,去守护家园，挑

战自己,去成为自己!”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实习生 计丹洁

疫情期间爆火的在线团购平台

走上升级之路。线上平台“寻福生

活”近日在长宁区天山支路138弄

居民区首推线下体验店，吸引嘉定、

杨浦的“团长”战高温前来“尝鲜”。

新推的线上+线下模式将方便购菜

不便的居民先尝鲜再下单，以更优

惠价格把优质农产品送上市民餐

桌，并提供部分就业岗位。未来，该

平台计划将体验店模式推广到申城

各区的多个居民点，丰富市民餐桌

上的选择。

本报记者 肖茜颖 陶磊
摄影报道

54岁的史建华出生在甘肃

省平凉市泾川县的农民家庭。

去年5月，辗转在全国各地打工

的史建华来到浦东新区高桥镇

的上海江东书院当保安。这几

天时值上海高考，这位保安大

叔意外成了网红，因为他挥毫

写下“高考加油”四个字的视频

在抖音上吸粉无数。

“在我们那个年代的老家，

能上完初中已很不错了。读到

高一后半学期，因家境困难我

离开学校，后来拜师学如何做

兰州拉面。之后我也成了师

傅，靠着手艺跟人合伙，在青岛

待了十几年，专做兰州牛肉面，

后来又辗转北京、广州等地。”

说起“出圈”经历，史建华说除

了做餐饮，他从小学开始就特

别爱好写毛笔字和绘画，即便

在打工期间，也割舍不下。“前

年从广州回到老家，我报名参

加了县里的成人书画班。”史建

华说，现在每天工作之余如果

不写上几个字、画上几笔，心里

就会觉得缺了点什么。

史建华的网名叫“雨后春

笋”。他说，一个人的文化可以

不高，学的知识也可以不多，但

人生就要像春笋那样勇敢地破

土而出。“当我听说今年上海的

高三毕业生很不容易，高考也被迫推迟了，我就

想到自己能不能为他们打打气、鼓鼓劲。我年

轻时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现在的孩子真的太

幸福了。我想写一幅‘高考加油’，放到抖音里，

为他们的高考助力。”

史建华说，近几年他参加过大大小小的书

画比赛，收获不少。来上海的时间不长，就有亲

戚朋友把他介绍进了本地的几个书画社。“我在

上海也找到了知音。闲下来我们就以字交友、

以画会友，这样的生活也是很充实的。”

本报记者 王蔚

格致中学校友们拍视频为高考生送上成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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