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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市场监管局提示

皮蛋不宜放冰箱保存

鲜滑爽口、风味独特的皮蛋，

不论是凉拌、 炖汤亦或是煮粥，都

备受消费者喜爱。 尤其在江西，皮

蛋肉饼汤配拌粉， 更是早餐一绝。

然而，总有人认为黑乎乎的皮蛋含

有害物质。

8

月

14

日，江西省市场

监管局专门就此发布消费提示。

皮蛋的颜色是怎么形成的？

皮蛋， 又称变蛋或松花蛋，是

以鲜蛋为原料，经过氢氧化钠（烧

碱）、食盐、茶叶（添加或不添加）、

水等辅料和食品添加剂（含食品加

工助剂硫酸铜等）配成的料液或料

泥腌制、 包装等工艺制成的产品

（引自

GB/T�9694

—

2014

《皮蛋》）。

皮蛋的黑，一方面是在碱性的腌制

条件下，鲜蛋中部分蛋白质会水解

成氨基酸，与蛋液中葡萄糖缓慢发

生美拉德反应；另一方面，蛋内金

属离子与含有巯基及二硫键的胱

氨酸和半胱氨酸不断络合，双重因

素影响了松花蛋的颜色。 此外，腌

制过程中的硫化氢气体会与蛋清

和蛋黄中的矿物质作用生成各种

硫化物（如硫化亚铁、硫化铜、硫化

锌等）， 也可能影响蛋清和蛋黄的

颜色， 导致蛋清呈特殊的茶褐色，

蛋黄则呈墨绿色。

皮蛋上为啥会有松花？

松花是皮蛋蛋白凝胶体中形

成的类似松枝状的白色晶体簇，其

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镁水合晶体。松

花的形成主要是碱的“杰作”。在腌

制过程中，氢氧化钠碱液通过蛋壳

上的气孔渗透进入蛋中，与镁元素

结合形成氢氧化镁，氢氧化镁容易

结晶，从而形成了漂亮的松花。 大

部分松花通常长在皮蛋表面或者

蛋黄与蛋清的接触面，但是也有一

些会渗透到松花蛋里。这种晶体对

人体没有危害，是可以食用的。

吃皮蛋会导致铅中毒？

皮蛋会引起铅中毒并非空穴

来风。 传统皮蛋制作工艺常用含有

氧化铅的黄丹粉作为辅料，利用其

中的铅离子与硫离子反应产生难

溶物来堵住皮蛋壳上的气孔，阻止

强碱进一步与蛋白质发生反应，防

止已经凝固的蛋白再液化，因此皮

蛋中铅含量较高 。 但随着科技进

步，目前市面上正规厂家都采用无

铅工艺制作，即改用硫酸铜、硫酸

锌等代替氧化铅，从而降低皮蛋中

铅的含量 。 此外 ，

GB� 2762

—

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

限量》规定，蛋及蛋制品中铅含量

不超过

0.2

毫克

/

千克。 只要购买

符合国家标准的皮蛋，适量食用并

不会影响身体健康。

皮蛋壳上黑斑越多则铅越多？

皮蛋壳上的黑斑，其实是食品

加工助剂发生化学反应后的沉积

物。 在腌制过程中，部分蛋白质会

发生降解，产生硫化氢并从蛋壳的

气孔释放出来，与加工助剂中的金

属离子反应生成不溶于水的黑色

硫化物。 如以硫酸铜制作皮蛋为

例， 皮蛋壳上的黑斑就是硫化铜。

黑斑的形成与腌制时间、腌制温度

等多种因素有关。 由此可见，蛋壳

上黑斑的多少与铅含量没有必然

联系。

江西省市场监管局提醒消费

者，从正规渠道购买皮蛋，首选资

质证照齐全、 管理规范的商家；购

买时要注意生产日期、保质期和上

架时间。 由于皮蛋中钠含量较高，

需要适量食用，尤其是孕妇、儿童、

老人以及肝肾疾病患者等应少食

皮蛋。一个皮蛋的钠含量相当于每

天钠参考摄入量的

1/5

， 而且用皮

蛋做菜时， 往往会再加入酱油、盐

等进行调味，同时摄入大量钠会增

加体内钙的流失，也会增加血压升

高等潜在疾病发生的概率。 特别需

要指出的是，皮蛋不宜放置在冰箱

中保存，因为低温条件会影响皮蛋

的风味和色泽，使其品质变差。 建

议把皮蛋放置在干燥通风处避光

保存。 另外，剥壳后的皮蛋容易滋

生细菌，应在

2

小时内食用完毕。

（朱海）

玉米须泡茶喝

这几类人群不适合

“买新鲜玉米，千万别扔玉米须，这可是

宝！ ”民间一直流传着：玉米须泡水喝不仅可

以祛湿，还能降血糖、降血压。 但记者注意到，

在社交平台， 玉米须泡茶饮用后的口碑呈两

级分化：一部分养生人士亲历后表示，血糖肉

眼可见地降了；但有部分不适者反映，喝了不

仅口干、尿频、胃疼，还出现发晕的症状，并力

劝大家，“千万不要长期喝！ ”

专家指出，玉米须作为一种中药材，性偏

凉，主要具有利尿、清热、除湿的功效，属于药

食同源，“它还具有一定的降糖作用， 但一般

不适用于血糖特别高的人群， 还因为个体差

异，有人降糖的敏感性不高，因此只能起辅助

作用。” 东部战区空军医院中医科主任梁卫主

任医师表示，同样地，降压效果类似于西药中

的利尿剂，因为玉米须具有利尿消肿功效，通

过小便将湿浊排出去， 可能起到一点降压的

作用，“但也仅针对于湿热重、 火气旺的血压

高的人群。 ”

玉米须茶口感清甜，用于养生保健，也并

非人人都适合。 一网友就曾发帖分享，“晚上

煮了锅玉米须茶，差点凌晨低血糖晕过去。 ”

她自述，网上买的鲜玉米，剥玉米的时候觉得

玉米须也很新鲜， 于是突发奇想煮了一锅玉

米须水饮用， 结果凌晨

1

点在床上低血糖犯

了，手脚发麻差点晕过去，紧急吃了巧克力、

泡面，才得以缓解。

梁卫主任提醒，低血糖、低血压患者以及

体质虚寒、脾胃虚弱等人群，并不适合大剂量

服用玉米须茶，可能引发血糖或血压过低、胃

肠不适等问题。“临床上最多见的就是，一些

平常怕冷、容易拉肚子的患者，长期饮用玉米

须茶后，出现胃疼、泛酸等情况；此外，月经不

调，容易痛经的人，也不建议饮用。 ”她指出，

玉米须茶饮 ，一般适合于小便偏黄、口干、舌

苔黄腻、易出汗等症状或湿气重的人群，特别

是面部常长痘痘、体内湿热过重的人，长期服

用有助于缓解症状。

“通常大家爱喝的玉米须茶包，经过长时

间存储，其药效不如新鲜玉米须显著。 ”梁主

任说，“但新鲜的玉米须因不易保存， 市场上

的玉米须大多以晒干形式出售， 因此消费者

在选购时， 应尽量选择正规渠道购买。 服用

前，最好先咨询中医师 。 ”她强调，中药讲究

“因人而异”， 不能仅凭大众口碑或网络推荐

盲目使用。

针对玉米须的使用剂量， 梁主任建议，日

常保健服用量应控制在

5-10

克，较为安全且

不易引发副作用。 如果用于治疗，剂量可适当

增加至

15-30

克，“体寒者如需饮用， 应在专

业医师指导下进行，可添加山药、茯苓、白术

等健脾和胃，调整阴阳平衡。 在服用过程中，

需密切关注身体反应， 若出现不适立即停用

并寻求医生的帮助。 ” （王梦航）

全国超 72%村卫生室

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村卫生室作为最基层的医疗机构， 是农

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础， 是农村居民看

病就医的第一站， 也是实现医疗保障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近日印发的《关于做好

2024

年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通过将村卫

生 室 纳 入 医 保 定 点 管 理 提 高 群 众 参 保 获

得感。

国家医保局要求，各地按照“创造条件、

优化流程、加强调度、应纳尽纳”的原则，加快

将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 确保

2024

年

底前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及时纳入医保结

算范围，有多个村卫生室的行政村至少保障

1

个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 确保医保服

务“村村通”，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就医购药。 支

持村医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开展参保动

员上门巡视、预防保健、慢病管理、中医药诊

疗服务等。

截至

2024

年

4

月， 全国正常营业的村卫

生室有

58

万家，其中

10

万家纳入医保单独定

点范围， 还有

32

万家村卫生室采取“乡村一

体化”管理模式，通过乡镇卫生院实现医保报

销， 全国超

72%

的村卫生室已经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 （王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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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静乐县

打造 15 分钟慢性病服务圈

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健康是

不可或缺的基石。随着山西省忻州

市静乐县城区常住人口不断增加，

原有的医疗资源配置已难以满足

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尤其是慢性

病患者， 他们健康状态不稳定，行

动不便，对医疗服务的便捷性有着

迫切的需求。 因此，静乐县将打造

“15 分钟慢性病服务圈”作为重要

民生工程，通过合理布局和优化资

源配置，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为县域内居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和保障。

15 分钟慢性病服务圈主要实

行“1+n”模式，即以一个卫生院为

龙头，广泛联结并辐射周边多个村

社， 实现医疗与预防的深度融合。

乡村及家庭医生深入基层，开展慢

性病筛查与预防教育，有效遏制了

疾病蔓延势头。 同时，定期的健康

宣教活动增强了民众的健康意识

与自我管理能力。

为确保药品供应的及时与充

足， 静乐县医疗集团建立了中心

药库体系，明确了采购、配送及库

存管理的标准化流程， 保障了各

服务点药品的丰富多样与稳定供

应。此外，通过“配供药品、特药代

购、门诊直报”等一体化服务，极

大地方便了患者就医用药， 中西

药种类丰富， 满足了多样化的医

疗需求。

为缓解慢病患者购药难题，静

乐县在县城内增设了慢性病便民

服务点，与既有医疗机构共同编织

成一张覆盖广泛的健康服务网，确

保居民能在短时间内享受到专业

医疗服务。 同时，依托互联网大数

据技术，实施了慢性病普查、健康

动态监测等创新举措，不仅提升了

健康管理效率， 还通过预约挂号、

药品查询等功能，进一步优化了患

者就医体验。

鹅城镇卫生院辐射三个社区，

服务人口超过一万三千人，其中老

年人占比高达 70%。 据院长宋志杰

介绍 ，目前 ，卫生院共拥有 309 种

药品，全部纳入医保范围，为居民

提供了坚实的健康保障。

静乐县医疗集团西坡崖分院

位于静乐县鹅城镇西坡崖村，服务

着 5 个社区和 12 个村的 6000 余名

常住居民。 该分院开设了慢性病普

通门诊，以非营利性为原则，为患

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15 分

钟慢性病服务圈是去年建立起来

的， 服务人次达到 21000 余人次，

平均每天接诊 60 人次。“西坡崖分

院执行院长韩睿英表示，周围社区

的居民中有很多老年人，15 分钟

慢性病服务圈的建立也让患者更

容易就医了。 此外，在医保政策的

支持下 ，患者就医负担也大幅减

轻。

家住西坡崖村小康苑的张大

娘今年 85 岁了， 常年劳作让她患

上了腰疼的老毛病。 在社区和县医

疗集团的宣传下，张大娘来到家附

近的西坡崖分院治疗，短短几个疗

程过去 ， 张大娘的腰疼缓解了不

少。“以前嫌跑大医院麻烦就拖着

不去看， 现在家门口就有医院，溜

达着就来了。 就算有时候不方便，

医生也会上门做检查。“张大娘

说，” 在这里看病买药还能马上报

销，方便又安心。 ”

静乐县将继续完善“15 分钟

慢性病服务圈”的各项流程、机制

和措施，依托县级医疗机构建立慢

性病服务管理中心，有效整合慢病

服务资源，增设服务点位，进一步

构建县、乡、村三级慢性病服务管

理体系。 同时， 静乐县也将启动

改善慢病护理服务行动，不断提升

群众就医体验感和满意度，为乡村

振兴贡献力量。

（孙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