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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更易残留!

只要使用合理监管严格!农药残留和激素问题都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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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催出来的!

植物激素无毒或低毒!无证据表明与性早熟有关联

!!!!!!

提到反季节果蔬! 很多人都表示担忧!

因为他们听说反季节的东西是激素催长出

来的"

科学松鼠会成员# 植物学博士史军介

绍! 在反季节蔬菜的培育中! 的确常用到

植物生长激素! 专业说法叫 $植物生长调

节剂%" 这是因为如果是应季种植! 在田野

里授粉工作由蜜蜂等昆虫完成" 而大棚中

就找不到这样的 $劳动力% 了! 这时就必

须用到不经授粉也能结出果实的植物生长

调节剂"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

全所研究员何丽表示! 允许使用的植物激

素都经过了长时间毒理实验! 才进入到实

用阶段! 几乎都无毒或低毒! 也会发生降

解" 而且这跟我们谈之色变的动物激素并

不一样"

有人担心反季节植物生长调节剂导致

儿童性早熟" 事实上! 迄今为止并没有证

据表明有相关性"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杜鸿等人
56--

年发表在 &中国妇幼保

健' 期刊上的反季节水果摄入与女童性早

熟的关联性研究中! 收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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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性早熟

女童病例和反季节水果摄入量! 最后并未

发现反季节水果与女童性早熟的关联性"

$调节剂都有明确适用范围和用量要

求! 只要按照要求使用! 是能够保证安全

性的"% 何丽说"

!!!!!!

除了激素问题!很多人担心大棚蔬菜农

药易超标"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

院副教授朱毅表示! 棚里通常是高温高湿

的环境!一方面有利于反季节蔬果生长!但

同样也适合一些病菌害虫生长" 如果不是

采用生物防治等手段! 就必须大量使用农

药" 另外大棚因没有雨水和风的冲刷!也不

利于农药分解! 所以反季节果蔬更容易农

药残留"

不过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

研究员张凤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不同看

法! 认为不同种类的农药分解条件不同!不

能以$气温高%一概而论" 相反!多数情况下!

高温更有利于化学物质的分解"

不过专家均表示!反季节蔬菜是否安全

跟反季无关!和应季果蔬一样!安全是种出

来的!只要植物激素和农药使用合理!一样

是安全的" 监管部门把住检测关口!农药残

留和激素问题都可避免"

$%

"逆天时#不宜食用!

反季节蔬菜来源有三种!大棚菜才算"逆天时#

!!!!!!

反季节蔬菜跟提倡的$不时不食%的主

张似乎矛盾"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内科

主任杨国华表示!养生确实讲究$顺天时%!

反季节蔬菜属于$逆天时%!确实不太提倡"

$我们常认为反季节蔬菜都是反自然

的!这是不准确的" %朱毅介绍!反季节果蔬

从来源看有很多种(一类是本身在冬春温暖

的热带地区生长的! 比如从广东# 云南#海

南!甚至国外种植!冬季时通过物流配送到

市场)第二类是从冷库里搬出来的!在收获

季节就已贮藏好!比如常见的土豆#苹果)第

三类则是大棚蔬菜" $前两种都不算是反季

节!对于生产地而言都是顺应季节的!只是

对于消费地而言是反季节" %杨国华主任也

表示!如果是前面这两种反季节蔬菜!也不

算违背中医的$逆天时而食%"

&%

营养流失口感差!

受生长期短$光照和温度制约!营养和口感确实受影响

!!!!!!

很多人吃反季节果蔬! 总感觉在口感

上略逊一筹! 这倒是事实" 朱毅表示! 对

于南方运过来或者储存保鲜的! 难免营养

流失! 而对于大棚蔬菜来说! 则是先天不

足"

新 疆 医 科 大 学 公 共 卫 生 学 院 姚 华

等人曾对乌鲁木齐市板房沟乡塑料大

棚 温 室 环 境 下 种 植 的 蔬 菜 进 行 测 量 !

结果表明 ! 大棚里的黄瓜营养含量远

不如田间正常生长的 " 正常生长条件

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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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含叶绿素
6 0 87

毫克 # 维生

素
9-. 0 5

毫 克 # 糖 分 为
5 0 /

毫 克 ! 而

在大棚中生产的黄瓜 每
-66

克 含 叶 绿

素
6 0 /.

毫克 # 维生素
9-5 0 8

毫克 # 糖

分
- 0 8

毫克 " 同时钾 # 钙 # 铁 等 营 养

也均低于田间的 "

朱毅表示! 这是因为应季蔬果的日照

更充分! 糖分等物质积累更充沛) 而反季

节蔬菜由于生长期短! 受光照和温度的制

约! 口感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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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不吃反季节果蔬!

没有应季果蔬时可放心吃!吃总比不吃好

!!!!!!

$反季节果蔬对平衡膳食营养起到积极

作用" %何丽说!尤其在北方寒冷的冬季!如

果没有反季节蔬菜的供应!单一的蔬菜品种

会导致某些营养元素的缺乏" 即便反季节果

蔬营养有差异!菜品的丰富也足以弥补这一

缺憾"

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

授范志红也表示!无论哪个季节!多吃点蔬

菜水果!才是最关键的健康问题" 冬天吃蔬

菜水果!总比不吃要好" 当然如果有可能的

话!优先选择应季农产品"

!据健康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