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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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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第 线 刚刚过去的一周，
是上海气温最低的一
周。寒冬腊月里，亲朋
好友或吃着火锅唱着
歌，或围着炭炉煮个茶，
颇为轻松惬意。但放松
的同时，一不小心就可能
被“隐形杀手”一氧化碳
给盯上，酿成不良后果。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短短
一周就接诊了11名一氧
化碳中毒患者，多半与围
炉煮茶、吃火锅烧烤、烧
炭取暖有关。

“帝王蟹也能做预制菜？还原度还不错，

这倒是有点突破认知了。”“两份百叶包的外

形看不出什么区别，尝一尝还是有不同的。”

日前，在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上海市

食品协会和上海商情信息中心共同组织的

2023年预制菜复原率专家测评会上，36组市

售预制菜和现场烹饪菜同场竞技，专家组一

一盲品后，从色香味形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测试出这些预制菜的复原率。

首批36款菜受测
什么是预制菜的复原率？为什么要进行

测试？记者注意到，由市食安联组织有关单

位制定的团体标准《预制菜》《预制菜生产加

工卫生规范》已在今年10月5日起实施，而

“复原率”就是标准中的创新概念。昨天下

午，市食安联正式发布并解读两份预制菜团

体标准，预制菜专委会同日揭牌成立。发布

会上，根据专家测评结果，主办方也向社会推

出一份“预制菜臻味榜单”。

根据艾媒咨询报告，消费者认为预制菜

行业需要改进的问题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口

味复原程度（61.8%）、食品安全问题（47.8%）、

种类多样化发展（47.2%）。

市食安联首席专家顾振华表示，复原率

原是企业研发产品中的一项指标，如今被越

来越多的预制菜企业拿来描述预制菜口感

与现制堂吃菜肴的相似度。为了回应消费

者提出的“预制菜好不好吃”问题，团体标准

首次提出“复原率”概念，在感官要求方面提

出“复原率超过70%”的推荐标准。而此次

专家测评会的举办，也是为了回应消费者关

心的问题。

具体来说，《预制菜》团体标准将“复原

率”定义为“按预制菜标签标注的方法熟制或

加工后，其口感、质地、味道、色泽等感官特性

综合评分与现制该产品感官特性综合评分的

比值百分率”，同时还写明复原率的检验方

法，对预制菜样品、现制样品、制样时间、人员

要求、检验要求等均有明确。

在测评会现场，预制菜复原率测评采用

成对比较的双盲方法，即一份现制菜、一份预

制菜，同步出锅盲测。此次受测的有36道菜

肴，来自19家企业，均在上海市场购买，五位

专家则来自烹饪、研发、食品安全等多个领

域。从盲测情况看，有些菜品从感官上几乎

达到“拷贝不走样”，比如老鸭扁尖汤、萝卜羊

肉汤、香辣烤鱼、红烧肉等等。但也有些菜肴

区别较明显，比如红虾泰香卷、日式炸猪排、

松鼠鳜鱼等。

中国烹饪大师沈巍点评指出，一些预制

菜重新加热加工后，出现脱形、脱色的情况，

复原度不高。“不是所有菜品都适合做预制

菜，现在看来，以炖、煮、卤为主要烹饪方式的

菜肴，做成预制菜后的复原情况较好。而采

用爆炒、凉拌等方式做的菜，在色香味形等各

方面都明显打折扣。”

根据专家组综合测评，龙门快厨红虾蔬

菜饼、清美菠萝糖醋里脊、好得睐私房红烧肉

等获得金奖，其复原率在85%以上；麦甄选金

耳椰子鸡、泰森十翅一桶焦糖蜂蜜风味鸡翅

等获得银奖，复原率在75%以上。

为产业提供标准支持
今年以来，社会上讨论预制菜很热烈。

一方面，国家层面大力扶持，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首次写入预制菜产业，另一方面，消费者对

“预制菜进学校”“餐厅普遍使用预制菜”表现

出一定顾虑，预制菜产业在蓬勃发展的过程

中遭遇“信任危机”。

“预制菜在产品标准化、质量控制和品

牌建设方面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顾振华

表示，预制菜产业发展标准化、规范化的需

求愈发凸显，也相应呼唤政策端加强。前期

调研中发现，消费者对预制菜的诟病主要体

现在标准缺失、食品安全风险、营养流失、口

味不佳。

针对以上问题，上海快速跟进。1月，市

市场监管局发布《上海市预制菜生产许可审

查方案》，探索规范预制菜食品安全。10月，

《预制菜》《预制菜生产加工卫生规范》这两

个团体标准实施。顾振华表示，虽然还没有

以预制菜命名的国家强制标准，但各个细分

领域的国家标准都能覆盖到预制菜。上海

出台的两份团体标准，就是将现有国家标准

进行系统梳理，帮助消费者增进对预制菜的

了解。

“预制菜不是新品类，而是新概念，团体

标准将以往符合这个概念的食品‘装进去’，

对各小类中预制菜的含义进行了明确。同时

根据不同的分类，梳理汇总了相应的食品安

全标准，为生产企业提供更明确的更规范的

要求。”

此外，顾振华指出，预制菜不应走入两个

极端，即“预制菜不应该存在”和“未来预制菜

会替代所有菜”。他认为，预制菜不是万能

的，也不是所有菜肴都能做成预制菜，未来预

制菜必然会与现制现售的菜肴形成两条通

道。“对于工业化生产、连锁经营的店铺，预制

菜部分替代传统烹饪也是大趋势。优质的预

制菜，并不比现制菜质量差，但关键是清晰统

一的标准、行业规范要建立起来，才能促进餐

饮市场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上海出台预制菜团体标准 感官要求复原率应超七成

盲测显示：炖、煮、卤菜复原度好

好在送医及时
12月26日中午，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急诊

抢救室里送来一氧化碳中毒患者朱女士。家

属描述，她对“围炉煮茶”情有独钟，家里也添

置了设备。出事的时候，朱女士和丈夫在家

用炭火“围炉煮茶”，因天气寒冷，两人紧闭门

窗，丈夫不久便回书房工作。等忙完返回炉

边，却发现妻子已昏迷倒地，他赶紧开窗通

风，并拨打急救电话，将妻子送至医院。好在

送医及时，朱女士转危为安。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急诊与重症医学科蔡

波医生介绍，此次寒潮来袭后，一氧化碳中毒

也进入高发期，好在送来的患者相对症状较

轻，还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病例。

蔡波医生回忆，有对母女也是围炉煮茶

中毒后送来的，母亲41岁，女儿19岁，“来的

时候就说自己头晕，犯恶心，也知道自己应该

是烧炭中毒”。好在经过高流量吸氧，两人已

无大碍。蔡波告诉记者，送来救治的一氧化

碳中毒患者中，还有不少是根本不知道自己

发生了啥情况，有个患者说：“医生，我就在家

吃了个火锅，怎么就中毒了呢？”

谨防后遗症
凡属含碳的燃料，在缺氧而不能充分燃烧

时，都会产生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气体，难以被

人察觉。市民使用炭火取暖时，若通风不良，

大量一氧化碳积聚密闭空间，极易引发中毒，

因此被称为“隐形的杀手”。

蔡波介绍，一旦这个“杀手”侵入身体，就

会悄悄逼走体内氧气，让细胞窒息。开始时，

患者可能只感到轻微头痛、眩晕，就像喝了点

酒。但随着时间推移，症状会越来越重，脸会

变得潮红，嘴唇像樱桃一样红，思维变得模糊，

甚至可能陷入昏迷、抽搐，直到生命受到威胁。

“一氧化碳中毒，会导致严重后遗症，造

成心肌损害和大脑不可逆损伤。氧疗是治疗

一氧化碳中毒最有效的方法。”蔡波介绍，一

旦发现中毒，患者要尽早就医，轻度中毒者可

给予鼻导管吸入高浓度氧气；若中重度中毒，

需采取高压氧治疗，防止一氧化碳迟发性脑

病及各种并发症。这是由于一氧化碳中毒患

者经过抢救表现正常或接近正常后，部分病

人还可能出现反应迟钝、肢体僵硬等迟发性

脑病的症状。所以，建议一氧化碳中毒不管

是重度、中度或轻度，都应尽快进行高压氧治

疗，可明显降低这些症状的发生率。

保持警惕性
近段时间，全国各地已发生了多起一氧

化碳中毒事件。12月22日，河南省安阳县一

家餐馆内，6人在吃火锅过程中，3人不幸身

亡，另外3人被送医。当地镇政府工作人员

称，经初步了解，几人系一氧化碳中毒。12月

16日，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南畔社区，一自建

出租房发生一起一氧化碳中毒事故，造成29

人受伤。11月25日，杭州市钱塘区下沙街道

一房屋内，4人因一氧化碳中毒，造成2死2伤

的家庭悲剧。

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除了围炉煮茶、火锅

烧烤、烧炭取暖的场景外，紧闭门窗用燃气做

饭、驻车关窗吹空调等也是这个“隐形杀手”

喜欢光顾的场景。建议市民不要在密闭的室

内吃炭火锅、点炭火盆。开车的人也尽量不

要躺在门窗紧闭、开着空调的汽车内长时间

睡觉。热水器应该与浴室分开，使用燃气热

水器时，浴室及热水器所在的房间都要保持

通风。洗浴时间不宜过长，更不要多人连续

洗澡。

那么，如何防范这个“隐形的杀手”呢？

蔡波医生提醒，要时刻保持警惕，特别是在可

能产生一氧化碳的环境中，如果身体感到不

适，要立即离开现场。其次，要定期检查家里

的燃气设备，确保它们正常运行，不会泄漏一

氧化碳。

一旦出现头晕、头痛、全身无力、反应迟

钝、恶心、呕吐等症状，应赶紧打开门窗通风，

设法将患者搬运到室外通风处，注意保暖，取

侧卧位保持呼吸道通畅，以防止呕吐物致窒

息，并及时拨打120，及早接受高压氧治疗和

内科综合治疗。

本报记者 左妍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一周收11名一氧化碳中毒患者！

吃着火锅唱着歌 小心中招！

■ 一批患者接受高压氧治疗 采访对象 提供

严禁随意扩大范围、严禁强

制学生参加、严禁增加学生课业

负担、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

费、严禁不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人

员进校提供课后服务。教育部

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课后服务

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五

个“严禁”，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

课后服务工作，提高课后服务水

平和质量。

“双减”政策实施两年多来，

课后服务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一

些学校课后服务中出现的航天课

程、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等，受

到了学生们的普遍欢迎。然而，

个别地方和学校随意扩大课后服

务范围，有的学校强制学生参加

课后服务，在课后服务活动中组

织刷题备考、讲授新课、集体补课，

增加了学生课业负担，这些不规范

行为违背了“双减”政策初衷。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课后服

务，是独特的专门育人服务。此

次，教育部等四部门提出五个“严

禁”，为课后服务划定明确的底

线，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课后服务

质量。让课后服务的活动更丰

富，学校可以充分利用校外资源，

按照有关规定有序引进具有资质、符合条

件的社会组织和专业人员参与课后服务，

像虹口区在全市创新推出中小学课后教育

路演活动，为学校方便地选择和引进课后

服务，起到拾遗补缺、合作共享的作用。

课后服务既要充分凝聚社会“大课堂”

的资源合力，也要让家长参与其中，增进家

长和学校之间的共识，建立起一座家校合

作的桥梁。学校可以定期进行课后服务的

满意度问卷调查，及时优化和调整服务内

容，了解学生和家长对课后服务教学内容

和活动安排的满意度。

义务教育课后服务由“有”转“优”的转

变，将加快实现从“课后服务”向“课后育

人”提升，使学生和家长有更多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