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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深，一口闷。”“你不喝就是不
把我当朋友。”类似劝酒话术我们经常
会听到。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
喝还是不喝？不少人会为了证明所谓
的“感情深”“够朋友”，喝下并不想喝的
酒。明明不想喝但只能顺从？从法律
上来说并非如此。

日前，央视网梳理了四种行为，包
括“强制性劝酒”“明知对方不能喝酒仍
劝其饮酒”“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酒
后驾车未劝阻导致发生车祸等损害”
等，作为同桌饮酒者需承担法律责任。
也就是说，喝酒在酒桌上，但责任是全
程的。

这并非“新闻”，近年来这样的案例
并不少。2020年5月，上海一女子深夜
到烧烤店撸串喝酒，几位男士上前搭讪
并频频劝酒，凌晨4点该女子因酒精中
毒命陨烧烤店。今年7月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该女子自身承

担醉酒死亡80%的主要责任，改判两名
劝酒人按份分别承担12%及8%的赔偿
责任，烧烤店对两名劝酒人赔偿总额承
担50%的补充赔偿责任。2019年云南
省安宁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醉酒死
亡的案件，饭局上没有出现劝酒现象，
饮酒人自己喝多导致抢救无效死亡，安
宁法院作出同桌饮酒的人均有责任的
判决。案例一次次重申，无论是否有劝
酒行为，一旦因“酒”导致不良后果，那
与酒局有关的人都极有可能要承担法
律责任。

相较于其他，强制性劝酒更令人反
感，而我们生活中也不全是“看得见听得
到”的劝，还有一种隐形的“劝”。一朋友
曾给我讲过他自己的一件事。有一年部
门聚餐，部门主任“打圈”（挨个儿喝酒），
到他时，他拿起了水杯，只见部门主任脸
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吓得他赶紧说：“不
好意思，我拿错杯子了。”喝了一口白酒

后没多久，他感觉心跳加速、呼吸困难，
最后在医院度过了一晚。这一晚让他有
了躺急救车、用呼吸机、坐轮椅的经历。
而他也不是一点酒喝不了，那天只是因
为心情不好不想喝。

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经历，只要饭
桌上有领导，无论大小，大多情况下酒
都是要喝的，尽管并没有人劝，但不平
等的职场等级、尊卑秩序本身就是一种
强硬的“劝”。不喝就会被视为不给领
导面子、不懂规矩，甚至影响前途。而
一旦把“不”说出口，严重的后果可能就
会立刻出现。

2020年8月，某银行员工因不喝领
导敬酒被打耳光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最
终相关领导被停职接受调查处罚。很多
人在同情该员工的同时，也深深佩服其
勇气。回头想想，面对这样畸形的酒桌
文化，有多少人敢说“不”呢？2018年中
国青年报社对2005名受访者做过的一

个调查显示，92.3%的受访者有过被劝
酒的经历，74.0%的受访者被劝酒时推
脱不过就接受。70.7%的受访者认为喝
酒应本着自愿原则，不贪杯不劝酒。

自愿、不贪杯、不劝酒，这也是大多
数人希望出现的酒桌文化。这些年，随
着人们观念的改变、法治的不断健全，
越来越多人懂得“小酒怡情，大酒伤
身”，喝不喝、喝多少全凭自愿，还有人
将酒水局改成了茶水局……这些改变
当然是大多数人期待见到的，毕竟谁都
不喜欢“醉醺醺”，更不希望亲朋因酒遭
遇不幸。

说到底，“同桌饮酒者需承担法律
责任”的规定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
让人们更文明、更安全饮酒。至于感情
深浅、是否尊重上司，如果都需要用喝
酒多少来衡量，那这样的感情、尊重本
身又有多大价值与必要呢。

中国青年报

劝酒要担责?感情深不在于“一口闷”

柚子可口，吃起来也颇有学问，坊
间有关吃柚子的攻略心得有很多，哪些
才是正解？如何挑选品质高、味道美的
柚子?

据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官网消息，近
日，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示
称，挑选柚子诀窍是“三看一捏一掂”。
好的柚子表皮光洁细腻，黄中带绿的柚
子比颜色过黄的柚子要好，柚子的标准
形状是“上尖下宽”，好的柚子捏上去比
较硬；红柚和白柚最大的区别就是所含
色素不同。

另外，在食用柚子有关的传言里，
时常听见“吃完药再吃柚子可能会猝
死”这一条，贵州省市场监管局表示，这
样的说法虽然略显夸张，但并非毫无根
据。柚子中的呋喃香豆素、柚皮素、佛
手柑素等成分，会影响药物在人体内的
代谢过程，从而改变药效。而药物和柚
子同食是否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与吃的
量有很大关系。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
平时服用他汀类药物、抗过敏药物、镇
静催眠药物、免疫抑制剂等药物时，尽
量不食用柚子。

柚子味美，营养也不少

市面上常见的有琯溪蜜柚、沙田
柚、三红蜜柚、金丝柚等，样貌口感各有
特色。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外表滚圆讨

喜的葡萄柚，其实是柚子与橙子天然杂
交的后代，也叫西柚或胡柚，和葡萄并
没有关系。

柚子肉中含有大量的甙类物质，以
及胡萝卜素、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
生素C、烟酸和丰富的钙、磷、铁等人体
必需的元素。除此之外，还含有类黄酮
物质，有较强的抗氧化性，能够清除机
体的自由基物质和超氧化物的物质，有
一定抗衰老作用。

传言很多，哪些真那些假?

谣言一：柚子分公母，公柚酸母柚
甜。这种说法的依据是柚子底部有小
圆圈，用手在小圆圈上按压一下，弹性
好的是母柚子；如果按下去出现凹陷现
象甚至向外凸出，就是公柚子。

辟谣：柚子根本不分公母。所谓分
公母的小圆圈，其实是柚子果蒂或谢花
后留下来的疤痕，与柚子好不好、甜不
甜没有直接关系。

谣言二：红心柚比白心柚口感好、
营养价值高。

辟谣：柚子是个大家族，品种很多，
果肉呈红色或者白色，红柚和白柚最大
的区别就是所含色素不同。一般情况
下，果肉为红色的柑橘类水果有两类色
素，一类是水溶性的花青素，另一类是
脂溶性的类胡萝卜素，如番茄红素、β-

胡萝卜素等，红柚中就含有番茄红素。
番茄红素具有抗氧化性，但目前还没有
足够证据证明红柚具有特别的功效。
因此综合来看，红柚和白柚的营养价值
并没有明显差异。

谣言三：部分红心柚打了色素，所
以果肉颜色不均匀。

辟谣：柚子皮对果肉有保护作用，
如果用针注射色素，等于用针孔给外界
虫子和细菌打了一个通道，柚子容易腐
败变质，不利于保存和运输，这对商家
来说得不偿失。如果往柚子里打色素，
最多只能渗透到柚子外皮和囊衣之间，
不可能渗透到包裹果实汁液的“汁胞”
中。色素通过针孔也难以均匀扩散和
分布，柚子的果肉肯定就有局部呈白色
或红色的情况，很容易识别。所以，红
心柚子打针染色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谣言四：柚子皮泡水喝能够治乙
肝、抗癌。

辟谣：柚子皮中的香精油具有镇
静、抗菌消炎的作用，但并没有对抗乙
肝病毒的特殊成分，也没有证据显示有
抗癌奇效。

记清窍门，三招选好柚子

看：先看表皮。好的柚子表皮光洁
细腻，剥开后皮比较薄。如果遇到表皮
粗糙的柚子，不建议选购。同时，黄中

带绿的柚子比颜色过黄的柚子要好，因
为后者往往会过于成熟导致水分流失，
影响口感。

再看果形。柚子的标准形状是“上
尖下宽”。“上尖”看的是柚子的颈部，颈
部不宜太长，太长往往意味着皮厚囊肉
少；“下宽”是要求柚子“矮、胖、圆”，底
部饱满。

最后看大小。一般而言，大一些的
柚子成熟度高，而且果肉也多一些。

捏：好的柚子捏上去比较硬，感觉
结实，代表囊肉紧实、汁水多。如果捏
上去没有弹性、软绵绵的，意味着可能
放置了一段时间，水分流失比较严重。

掂：如果两个柚子个头大小差不
多，就掂掂看哪个分量重，重的水分足。

科学保存，柚子水分不流失

买回家的柚子，很多人会放在冰箱
里保鲜，但这样的做法往往适得其反，
因为冰箱潮湿的环境更容易使柚子腐
烂。正确的做法是把它放在通风干燥、
避免阳光直射的地方，且不要互相挤
压。柚子个头往往比较大，如果皮已经
剥开，最好装在保鲜袋中密封后放入冰
箱，可以有效的锁住水分，也可以把柚
子放回皮中盖好，就算不放进冰箱也可
以保存3天左右。

人民网

吃完药再吃柚子可能会猝死？红柚白柚区别在哪？这些提示要看

英国《自然·通讯》杂志日前刊载的
一项研究显示，蚊子偏爱红色、橙色、黑
色等特定颜色，却易忽略绿色、蓝色、紫
色等颜色。研究人员认为，这有助解释
蚊子是如何找到叮咬对象的。

只有雌性蚊子会吸血。美国华盛
顿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追踪了雌性
埃及伊蚊在不同类型的视觉和气味提
示下的行为。研究人员向有蚊子的实
验箱内喷入特定的气味，并向蚊子呈现
彩色圆点或人手。

结果显示，在没有任何气味刺激的
情况下，蚊子基本忽略了彩色圆点，不论
其颜色如何。将二氧化碳喷入箱内后，
蚊子会继续忽略绿色、蓝色或紫色圆点，
但会飞向红色、橙色或黑色圆点。与人
类不同，蚊子可以闻到二氧化碳的气味。

当研究人员仅伸手在蚊子面前时，
蚊子只有在箱内喷洒了二氧化碳后，才
会向人手飞去。但如果研究人员戴上
绿色手套，那么蚊子即使闻到二氧化
碳，也不会飞向戴绿色手套的人手。

研究人员认为，蚊子利用气味来帮
助它们辨别附近的物体。当它们闻到
特定气味时，比如人类呼出的二氧化
碳，这种气味会刺激蚊子眼睛扫描特定
颜色，并朝其靠近。

这项研究揭示了蚊子的嗅觉如何
影响蚊子对视觉线索的反应。了解哪
些颜色能吸引饥饿的蚊子，哪些颜色不
能，有助人们设计出更好的驱蚊剂、诱
捕器等防蚊工具。人们避免穿上吸引
蚊子的颜色的衣服，可能是防止蚊子叮
咬的另一种方法。 新华网

研究发现红橙色更易招蚊子

日前，英国肯特大学生物科学学院
和歌德大学医学病毒学研究所的研究
人员发现，当一个人感染新冠病毒时，
他体内的一种特定蛋白质——CD47蛋
白决定了他感染病毒的严重程度。高
水平的CD47蛋白会阻止有效的免疫
反应，增加与疾病相关的组织和器官损
伤，或导致新冠肺炎严重程度较高。相
关论文发表在《当前分子学问题》杂志
上。

CD47蛋白的作用是向免疫系统发
出“不要吃我”的信号，阻止免疫系统的

防御意外破坏健康细胞。
研究人员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细胞

会导致细胞表面一种称为CD47的蛋
白质水平升高。受感染细胞表面上的
病毒诱导CD47蛋白可能会保护病毒
免受免疫系统的攻击，从而使大量病毒
产生，导致病情加重。

根据这项研究，已知的重症新冠肺
炎的风险因素包括高龄和糖尿病，这些
疾病均与较高的 CD47 蛋白水平有
关。高CD47水平也会导致高血压，这
是新冠肺炎并发症（如心脏病、中风和

肾脏疾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发现“令人兴

奋”。他们可能已经确定了与严重新冠
病毒感染有关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
抗击新冠肺炎相当重要的一步。

目前，针对上述蛋白质的治疗方法
已经在开发中，他们或可找到减轻大多
数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症状的策略，在治
疗方法的设计上更进一步。

据报道，干细胞生物学和再生医学
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将CD47描述为一
种存在于人体各种细胞表面的蛋白

质。它向循环免疫细胞，即巨噬细胞发
出信号，不要吞噬人体细胞。

人体使用这种蛋白质来保护需要
保护的细胞，并帮助处理患病或老化的
细胞。例如，红细胞在年轻时其细胞表
面有大量的CD47蛋白，但随着年龄增
长会慢慢失去该蛋白，到了一定时候，
老化的红细胞表面这种蛋白质的数量
就不足以抵御巨噬细胞，然后，这些老
化的细胞被破坏，为全新的红细胞“让
路”。通过这种方式，人体才能不断补
充或储备新鲜的血细胞。 科技日报

导致重症新冠肺炎的潜在因素确定

黄花菜味道香美，营养丰富，受到
广大消费者的喜爱。食用以干黄花菜
为主，常见的有凉拌黄花菜、黄花菜炒
肉、黄花菜炖肉汤等做法。为帮助广大
消费者科学认识和安全食用黄花菜，特
作出如下消费提示。

食用鲜黄花菜有风险，含有秋水仙
素易导致中毒

黄花菜属于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
物，又名金针菜、忘忧草、萱草。在湖
南、河南、陕西、甘肃等多个省份均有种
植。盛产花期在6-8月份，有鲜黄花
菜和干黄花菜两种。鲜黄花菜中含有
秋水仙素，食用过量会使人出现恶心、
呕吐、腹泻等中毒症状，因此不建议消
费者食用鲜黄花菜。干黄花菜一般是
在花期分批采摘的大花蕾或刚开的鲜
花，经脱水干制获得。由于干黄花菜经
过了蒸汽钝酶、日晒或热风干制，又在
烹饪前经过水浸泡变软，其中的秋水仙
素含量已经很少，所以干黄花菜可以安
全食用。

三个方法挑到优质黄花菜
消费者在选购干黄花菜时，可从以

下三方面判断其品质。
1.外观上。优质干黄花菜色泽呈

浅褐色或淡黄色，条长且粗壮，粗细均
匀，无杂质。如果色泽深黄、略带微红
或色泽带黑，条身长短不一，粗细不均，
而且混有杂物，说明质量较差。

2.手感上。用手攥一把干黄花菜，
手感柔软有弹性，松手后随即松散，说
明其含水量适度。如果松手后久不散
开，说明其含水量较大。如果质地坚硬
易折断，表明品质较差。

3.气味上。干黄花菜可以闻到其
清香气味。如有霉味、硫磺味或烟味，
建议不要购买。

干黄花菜尽量现做现吃预防霉变
消费者在食用和储存干黄花菜时，

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干黄花菜尽量现做现吃，不留

剩菜。干黄花菜烹饪前应清洗，清洗泡
发过程中要换几遍水，择洗干净并去除
异味。

二是储存时应避免潮湿或受热，保
存在阴凉干燥处。如果干黄花菜发生
霉变，不要再食用。 北京青年报

为什么干黄花菜比鲜的更安全？

说到肾结石，懂的人自然懂——疼
起来真要命！近日，一名女大学生因肾
脏结石疼痛难忍，找到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泌尿外科吴忠教授，希望没有任
何刀口就把结石取干净，经吴忠教授及
其团队应用先进微创手术治疗，患者顺
利出院。

泌尿系结石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
疾病，根据结石所在部位的不同，可分
为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和尿
道结石。吴忠说，随着微创技术的发
展，目前95%以上泌尿系结石治疗都
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治疗达到损伤小、恢
复快的效果。

微创手术充满挑战
听起来，为女大学生治疗肾结石在

三甲医院的泌尿外科根本不是难题。但
是，这名女大学生的结石，经诊断为“肾
下盏憩室内多发结石”，这是一种少见的
肾脏畸形结石。吴忠说，肾下盏憩室内
结石，也不是不好取，但想要将这种肾脏
畸形内多发结石取净且不能有任何伤
口，还是充满挑战的。肾盏憩室本身是
没有症状的，如形成肾盏憩室内结石，常
伴有疼痛、血尿、感染甚至肾功能损害。

“想要不开刀，通过微创的方法把
结石取净而又不留伤口，要求确实比较
高。但女大学生对生活品质和未来职
业都要求较高，所以经讨论，决定采用
输尿管软镜联合钬激光技术治疗。”吴
忠告诉记者，这种先进的微创技术可以
说是“以柔克刚”，通过人体自然腔道达
到肾脏内，不需要做任何切口；钬激光
是理想的碎石设备，用大概几根头发丝
一般细的钬激光光纤，通过输尿管软镜
输送入患者体内肾结石部位，应用激光
能量将结石击碎，较大的结石碎块可以
应用套石篮取出患者体外，较小的结石
碎末可以自行排出体外。女大学生术
后第二天就出院了。

在我国，100个人中就有5、6个人
患泌尿系结石。通常25-45岁的青壮
年中较为高发，男性比女性多见。泌尿
系统结石病因复杂，往往是自然环境、
饮食习惯、代谢异常和家族遗传等多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长期的慢性感
染也是结石的诱因。

“小的如米粒般，大的结石可长满
肾脏或膀胱。比如在肾盂或膀胱等容

积较大地方形成的结石，结石可以长到
7-8厘米而没有感觉。但是，在某些重
要的‘咽喉要道’，很小的结石就会引起
明显的症状。”吴忠说，结石较小可以通
过多饮水来增加尿量，结合多运动促使
排出。多饮水还可稀释尿液防止结石
的形成。当然，如何喝水也有一定的讲
究，建议每天喝2000-3000毫升，且分
多次喝，不是一会儿“集中畅饮”，一会
儿又“滴水不沾”。

较大结石的患者就不能盲目多喝
水了，因为增加的尿量会加重泌尿系统
的梗阻，加剧肾积水和肾功能损害。吴
忠说，这种情况下，建议患者及早进行
体外震波碎石或者微创手术治疗。华
山医院泌尿外科也是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泌尿系结石诊疗研究中心的所在
地，根据患者结石的大小、数量、硬度、
部位等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微创技
术，95%以上的泌尿系结石患者都可以
免除开放性手术的痛苦。

改善习惯预防结石
夏季出汗多、喝水少，泌尿系结石

高发；其实，春节期间也是高发期，这与
天气和饮食习惯相关。吴忠说，我国泌
尿系结石以含钙结石为主，尤其是草酸
钙结石最为高发，预防应从改变生活习
惯和调整饮食结构开始。总的来说，饮
食方面要维持营养的综合平衡，避免单
一营养成分的过度摄入。也别忘记多
喝水，大量饮水可稀释尿液，降低钙离
子和草酸盐的浓度，防止尿液结晶形
成，延缓结石增长速度。生活上则要作
息规律，科学运动，肥胖者应当减肥。

应该如何饮食呢？草酸钙结石的
病人，要少吃菠菜，少喝浓茶，因浓茶中
含有不少促进结石形成的鞣酸、可可
碱、咖啡因等，还应避免摄入过量的动
物蛋白。尿酸盐结石与长期进食高嘌
呤食物有关，因此要少吃动物内脏、带
壳海鲜、火锅、豆制品等，少喝浓汤、啤
酒。

吴忠说，早期大部分泌尿系结石症
状并不明显，因此要定期全面检查，早
诊早治。结石就跟珍珠似的，一层一层
越长越厚，越来越坚硬，久拖不治，最终
需要开刀解决，还可能因为结石长期梗
阻、感染导致肾脏失去功能而不得不切
除肾脏。 新民晚报

青壮年好发肾结石，如何饮食？

当地时间2月6日，意大利媒体报
道了近日在《国际肥胖杂志》发表的一
篇主要由意大利团队完成的论文，此项
研究揭示了肥胖新冠肺炎患者更可能
出现严重并发症的病理。

论文指出，病人感染新冠病毒后，
脂肪细胞遭到破坏，导致脂肪栓通过血
液进入其他身体器官，在肺部形成膜结
构，进而造成严重呼吸功能障碍。

米兰国立大学教授恩佐·尼索利补

充说，感染新冠病毒的肥胖患者，尤其
是内脏肥胖者更容易出现因脂肪细胞
死亡而引起的脂肪炎症。

米兰国立大学指出，意大利和法国
研究人员通过对19例新冠肺炎死亡病
例以及23名因其他疾病死亡的患者进
行尸检研究，得出的上述结论。

《国际肥胖杂志》创办于1977年，
是自然出版集团旗下的医学期刊。

央视新闻客户端

意大利一研究团队发表论文：肥胖的新冠肺炎患者更可能出现严重并发症

减肥是一件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但很
多求美者为了快速瘦下来，尝试很多极端的
方式。那么，快速减肥的危害有哪些呢？

抵抗力减弱

重庆华美整形外科医院美容中医
科副主任梁晓粉表示，由于快速减肥多
为低热量摄取，且营养不均衡或营养素
摄取不足等，同时加上快速减肥造成的
肌肉蛋白质的分解，导致体力变差，抵

抗力减弱的情形，严重者甚至会出现精
神抑郁、厌食症等。

皮肤松弛 早衰

由于减肥速度过快，会让皮肤的收
缩速度赶不上脂肪及胶原蛋白消耗的
速度，弹性下降，皱纹增加，皮肤松弛。
减肥营养不良会造成脸上皮肤干枯、暗
淡、发黄，如果减肥后反弹的循环反复
几次，更会造成皮肤早生皱纹，脸部下

垂，脸颊下陷，四肢肌肉丧失。

月经失调 卵巢早衰

短时间内体重快速下降，对女性而
言，会影响内分泌系统，造成女性卵巢
功能下降，经量变少、月经提前或推迟，
甚至出现闭经情况。

代谢率下降

快速减肥会影响到身体的新陈代

谢，造成代谢率下降，同时也是容易复
胖的原因。

骨质疏松

减重过快时，蛋白质和钙元素往往
摄入不足，同时生酮导致钙流失增加，
会导致骨质提前疏松。同时，快速减肥
必然造成肌肉衰减，使身体力量和协调
性下降，肌肉对骨骼的保护变差，容易
发生骨折。 人民网

快速减肥的危害

坚果是指具有坚硬外壳的木本类
植物的籽粒，包括核桃、板栗、杏核、扁
桃核、山核桃、开心果、香榧、夏威夷果、
松子等。坚果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
酸等，是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一类食品。
但坚果在潮湿环境下，易吸收空气中的
水分，受霉菌污染。这可能会带来什么
危害？食用和购买时应注意什么？

什么是霉菌？

霉菌是菌丝体比较发达且没有较
大子实体的部分真菌的俗称，也叫“发
霉的真菌”。霉菌种类繁多，现已发现
的有超过45000种。食品表面长出的
一些绒毛状、絮状或蛛网状的菌落，就
是霉菌。

霉菌污染可能会使食品品质降低，
但并不是所有霉菌都是有害的。许多
霉菌在发酵工业、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
重要作用，如豆腐乳发酵（毛霉）、抗生
素（青霉素、灰黄霉素）生产、植物生长
激素（赤霉素）合成等。

坚果受霉菌污染有什么风险？

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
籽类食品》（GB 19300-2014），烘炒工
艺加工的熟制坚果与籽类食品中霉菌
不能超过25 CFU/g。如果检出坚果
霉菌超过标准限值，可能意味着其食用
价值降低，甚至不能食用。

霉菌污染的坚果是否会对人体健
康造成危害，取决于霉菌是否代谢产生
已知的、毒性明确的真菌毒素。如黄曲
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而黄曲霉毒
素是强致癌物质之一，大量摄入时会引
发急性中毒。

消费者如何防范霉菌污染危害？

首先，细心选购坚果。建议消费者
选择正规场所，购买正规企业生产的产
品，避免购买过期食品。尽量购买密封
包装的坚果，并选择合适大小的包装，
按需购买。

购买散装坚果时，要注意坚果外形

和果肉形态，挑选果实饱满、颗粒均匀、
无霉斑、无虫蛀痕迹的坚果。

第二，合理储存坚果。最好现吃现
买，坚果开袋后应尽快食用。如果吃不
完，应密封保存并置于阴凉干燥处，避
免受潮。

第三，不食用霉变坚果。食用之
前，如发现坚果表面有丝状、绒毛状物
质，或较为明显的霉斑，请不要食用。

咀嚼时，发现有苦味、霉味或辛辣
味，尽快吐出来并及时漱口。

北京青年报

坚果虽好 还得警惕滋生霉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