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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保温杯里泡枸杞会“夺命”？
专家：避开摄入量谈毒性未免危言耸听

“热水进毒水出”，近日，天气渐冷，
本该成为消费者“宠儿”的保温杯却被网
上一些流言所伤， 称其倒入热水后会析
出有毒有害物质。

“夺命保温杯”真的存在吗?上海市
质检院轻化所高级工程师禄春强给出了
他的见解。

使用不锈钢保温杯会中毒？

网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不锈钢保温杯因为
添加了一定量的重金属，如铬、镍等，所以才
会不锈，但也有弊端：添加的重金属物质会在
高温下析出，溶入热水，人喝了就会中毒。

禄春强表示， 不锈钢产品的确添加了一
定量的重金属物质， 而且含量不低， 以铬为
例，含量不低于 10.5%。

但含有重金属不等于这些重金属都会溶
入热水， 符合国家标准生产出来的不锈钢保
温杯， 在正常使用下的析出量通常都是微量
的，不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

“避开摄入量，单纯谈毒性，未免危言耸
听。 ”禄春强表示，有重金属物质析出不一定
等于有毒， 具体要看保温杯里热水的重金属
物质含量， 还要看一个人喝了多少这种状态
的水， 以及这个人对相应重金属物质的耐受
程度。

举个例子， 即使保温杯里的热水铬含量
很高， 但一个对铬耐受度很高的成年人只喝
了一杯这样的热水，摄入量很低，就很难“中
毒”。

201 不锈钢不能做保温杯？

近年关于不锈钢保温杯还有一大传言：
201 不锈钢是优质的工业材料， 但不能用来
生产不锈钢保温杯，很多厂家为了节省成本，
会用 201不锈钢冒充 304不锈钢。

其实，消费者不必闻“201”色变。禄春强
表示，只要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
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不锈钢，都可用于
生产保温杯等与食品接触的产品。

用符合标准的 201不锈钢做保温杯，安全
性绝无问题，只是在感官和耐腐蚀性能方面稍
逊于 304不锈钢。 2018年和 2019年，上海市
场监管部门分别抽检了 30批次不同材质的保

温杯，砷、镉、铅、铬和镍等污染物的迁移量是
重点检查项目，抽检结果均为 100%合格。

合格品锰迁移量普遍超标？

网上流传着一项“科学家试验结果”，称
购买 8 款不同品牌的合格保温杯， 加入酸性
溶液后， 全部析出锰， 且析出量超标 6 倍至
34倍，从而引起重金属中毒。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
属材料及制品》都没有设定锰析出量的限量，
何来锰析出量超标一说？

禄春强表示，国家标准制定前，都经过严
格的验证实验。 锰作为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

元素， 正常使用不锈钢制食品接触产品的前
提下，锰的迁移风险是有限的。

必须强调，锰并非“洪水猛兽”，它是人
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是结缔组织、骨骼、
凝血因子、性激素等的组成成分，对于脂肪
与碳水化合物代谢、钙吸收、血糖调节等不
可或缺，正常的脑与神经功能也离不开它的
参与。

参照 2013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
摄入量》，成年人每天锰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为
11毫克。做个比较粗浅的计算，假设一款不锈钢
保温杯的锰析出量达到 1毫克 /升（参考市场
监管部门相关风险监测结果，属于比较高的析出
量），且人体不会从其他途径摄入锰，那么要喝
大概 11升这种保温杯里的水，才有可能超出一
名成年人每天锰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

这是什么概念？ 超市里面那种 4 升桶装
饮用水，一天喝将近 3 桶，且天天这么喝，或
许有一天就会有风险了。

还要强调的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
考摄入量》提供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只是一个
参考值，摄入量真的偶尔超过这个值，也未必会
影响到人体健康，毕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保温杯可以“一杯走天下”？

既然合格的保温杯安全无虞， 那保温杯
是不是万能的？ 可以用来装任何东西？

“这样理解也是片面的。 ”禄春强表示，
以盐水、 碳酸饮料为例， 会破坏不锈钢的表
面，加速不锈钢的腐蚀，加大金属元素析出的
风险。

（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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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北京、上海地铁乘车二维码
实现互联互通， 范围包括两市城市轨道交通
所有运营线路和车站（不含市郊铁路）。

因为工作，上海市民王先生经常往返于京
沪两地。 他表示，在上海出行基本都是地铁，习
惯刷码过闸，去北京时最开始乘地铁要买票，后
来使用了北京地铁的 app刷码过闸，但一两个
月不用，身份信息就会过期，再使用时需要重新
登陆，“现在一个 app就可以搞定，很方便。 ”

上海地铁有关负责人透露， 接下来还将
拓展西南的重庆和成都、 华南的广州和深圳
二维码互通，未来还会有城市逐步加入，进一
步推进全国轨道交通二维码一体化发展。

2018 年 12 月 1 日， 第一张长三角地铁
“通票”在上海、杭州、宁波三地诞生，这是全
国首个区域性地铁扫码互通的成功示范，标
志着轨道交通二维码互联互通的正式启动。
不到半年，2019 年 5 月 22 日，“沪杭甬温合
宁苏”地铁二维码“通票”来了，长三角地铁
“通票”进一步扩容，覆盖上海、杭州、宁波、
温州、合肥、南京、苏州 7 城，至此，长三角城

市轨道交通票务一体化正式落地。
两个多月后， 二维码首次走出长三角。

2019 年 8 月 6 日，青岛加入互联互通“朋友
圈”， 这是二维码互联互通首次走出了长三
角， 意味着二维码互联互通从区域化正式迈
向全国化。 2019年 12月 1日，徐州地铁正式
加入互联互通阵营，同年 12 月 28 日，二维码
互联互通服务正式在西部城市兰州落地。 一
年后的 12月 1 日起，上海与北京的地铁乘车
二维码实现互联互通。 今后，北京市民可以使
用亿通行 APP 乘坐上海地铁，而上海市民则
可以使用Metro大都会 APP乘坐北京地铁。

上海轨道交通信息管理中心主任金涛表
示，上海是目前互通程度最高的城市，基于上
海地铁 Metro 大都会 APP，上海与长三角地
区所有城市实现互通，这得益于政策的保障。
截至目前，共有 12 座城市与上海实现二维码
互联互通，市民乘客可以在北京、上海、杭州、
宁波、温州、合肥、南京、苏州、无锡、徐州、常
州、青岛、兰州十三城轨道交通“一码”畅行。

（澎湃新闻）

上海已与 12城地铁二维码互联互通

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PLUS

皮肤消毒别乱涂药水
只要能消毒，药水哪里都能涂？事

实上，皮肤消毒需谨慎，了解不同类型
的消毒剂，才能避免踩坑。

红药水、紫药水

红药水（汞溴红溶液）和紫药水（甲紫溶
液）是上世纪末较常使用的皮肤消毒剂，使用
后会使皮肤染色，影响外观。 红、紫药水主要
用于浅表皮肤外伤、黏膜感染等症状，杀菌效
力较差。 因汞的毒性和甲紫溶液有潜在致癌
风险，现不推荐用于消毒。

双氧水

双氧水又称过氧化氢，日常使用浓度为
2%-3%，稳定性差，保存不当易失效。 主要
用于皮肤创面消毒，对肠道致病菌、化脓性
球菌及厌氧菌均有不错效果，使用时会因双
氧水分解而产生气泡， 将创面氧化成白色，
产生灼烧感。 此外，双氧水还会因刺激性而
继发瘢痕组织增生，故不推荐用于颜面部消
毒。

医用酒精

医用酒精浓度为 75%，渗透能力强，稳定
性差，保存不当易挥发失效。 其主要用于手、
皮肤及器械物品的表面消毒，杀菌效力强，且

刺激性强，能破坏伤口内正常组织，延缓伤口
愈合，促进疤痕组织形成，故不推荐用于开放
伤口及眼、鼻、口、会阴等敏感黏膜部位消毒。

碘伏

碘伏为单质碘与聚乙烯吡咯烷酮形成的
络合物，常用医用浓度为 1%，外科手术一般
使用 2%碘伏，阴道冲洗一般使用 0.5%碘伏。
市售碘伏浓度一般在 0.45%至 0.55%之间，
安全有效，可用于除眼睛外的任何伤口，推荐
家中常备。

安尔碘

安尔碘全称安尔碘皮肤消毒剂， 为碘和
醋酸氯己定的酒精溶液， 依据碘和醋酸氯己
定的浓度不同，可以分为Ⅰ、Ⅱ、Ⅲ型，其中，
Ⅰ型和Ⅱ型主要区别在碘含量不同， 一般用
于皮肤表面消毒， Ⅲ型因不含酒精， 刺激性
小，可用于皮肤黏膜和创面消毒。

1.皮肤消毒剂需放置在儿童不易接触的位置。
2.皮肤消毒剂和手消毒剂为两类消毒产品，非专业人员不建议混用。
3.瓶装的供棉签或棉球蘸取的皮肤消毒剂，一般开瓶后保质期为 7 天；直接倾倒使

用的一般开瓶后保质期为 30天；单个包装的如碘伏棉棒或酒精棉片，随开随用，保质期
见外包装。

（健康上海 1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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