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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张纸就能鉴别大米的好坏？
其实可以通过“看”“摸”“闻”来辨别

网传有黑心商家不惜制作“毒大米”，将陈米用石蜡抛光后当做新米出
售。如何鉴别大米的好坏？可以试试下面的几种做法。

●科普素养800问

吃陈米有什么危害？
不同的地区，一般放置半年到一年，大米营养成分

会变化，色泽变暗，出现糠酸味，米饭粘性下降。但是没
有发霉的陈米还是可以吃的。

如果陈米发霉了，容易产生一种叫做黄曲霉素的致
癌物，对人体的危害极大，长期吃有罹患肝癌的风险。

一些不法商贩还将陈米用石蜡油浸泡或用石蜡抛
光后，当做新米出售。这样的大米看起来粒大饱满、晶
莹剔透。

石蜡和石蜡油对人的肠胃有很强的刺激作用，吃下
去后可能会导致上吐下泻，甚至会出现头昏的症状！

用纸巾真的可以鉴别陈米吗？
网传视频中，实验者用一张纸巾包一把大米，用手

紧握几分钟，然后打开纸巾仔细观察。如果纸巾上有淡
黄色或无色的油渍，就说明大米是打蜡的陈米；如果纸
巾上干干净净的，没有油渍，就可以确定是新米。

那么这种方法靠不靠谱呢？
先说石蜡。石蜡的熔点是50℃左右，而人的体温在

36℃左右，仅仅是这样握着，很难熔化石蜡，也就是说石
蜡基本不可能被留在纸巾上。

再说说石蜡油。石蜡油属于矿物油，肉眼很容易分
辨。如果大米中石蜡油含量很高，高到能在紧握后的纸
巾上留下油渍，那么用肉眼就能看出大米上有没有石蜡

油了。何必非要再多一步操作呢？
至于没打蜡没发霉的单纯陈米，更不可能自己出

油，还能抹到纸巾上。
所以，用一张纸巾鉴别陈米纯属无稽之谈！

如何正确鉴别石蜡大米？
可以取一些大米在水杯中，加入70℃以上的热水，

用牙签轻轻搅动30秒。静置片刻使其温度逐渐降低到
50℃以下。

如果大米中掺杂有石蜡或石蜡油，那么液面上就会
出现细微的油珠，并且随着温度的降低和时间的延长，
液体石蜡的油珠会聚集加大，固体石蜡的油珠会结成白
色的一片。

注意，这种方法不能取代正规实验室的科学检测。

买大米时如何鉴别陈米？
有的人可能会问，并不是所有的陈米都会用石蜡和

石蜡油处理，又不想吃陈米，那么在买大米的时候应该
如何鉴别呢？

这几种简便方法供参考：
看光泽：正常的新米色泽洁白晶莹，而陈米和劣质

米，颜色泛黄，而且有黑斑；摸表皮：正常的米，摸起来有
玻璃珠般圆滑的感觉，陈米摸在手上很粗糙；闻气味：正
常大米有股清香，劣质米一般都有异味，如陈米常会有
发霉的味道。

1.（判断题）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于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说法对吗？

答案：错
解释：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于1946年，

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应美国军方要求用
来计算炮弹弹道的。

2.（判断题）只有亚洲才有老虎。这个说法
对吗？

答案：对
解释：世界上共有8种老虎，它们全部都在

亚洲。其中黑海虎、爪哇虎和巴厘虎都已经绝
种，现存的还有东北虎、华南虎等5种老虎。

王元卓 洪阳

本文专家：邱彬，博士生导师，福建省食品安全分析与监测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教授

一家七代悬壶济世的董氏儿科，传承了200多年，在宁
波、上海可谓家喻户晓。作为市中医院的名老中医工作室之
一，董幼祺工作室近年来培养了一批批中医儿科人才，学生遍
布长三角。

每月提交10份跟着老师坐诊以后整理的医案分析，总结
一篇心得体会，每年在杂志上发表至少一篇文章……这些都
是董氏儿科团队成员的必交作业。如今，董幼祺带教的研究
生和学科团队人员已有几十名，上海、宁波等地的中医儿科骨
干很多是董氏儿科学生。

“时代在变化，人们的饮食、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疾病谱
也在不断变化。”董幼祺说，只有与时俱进，运用前辈的辨证论
治思路，查找发病的机理，确立治疗的法则，才能把传承了七
代的董氏儿科精髓发扬光大。

董幼祺1971年开始跟随爷爷董廷瑶在上海学医，1976
年回到宁波工作，见证了市中医院从成立到如今逐步发展壮
大的过程。

10个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
带动几十个中医特色专科

紧握中医传承接力棒
市中医院名老中医荟萃、中青年名医辈出

董幼祺（中）带着学生坐诊。 市中医药供图

老一辈中医
名家的学术精髓
想要一代代发扬
光大，做好传承是
先决条件。宁波
市中医院成立42
年来，一直把中医
传承当作医院发
展壮大的根本。
传道授业育新人，
传承是接力棒。
如今，医院的 10
个名老中医专家
传承工作室培养
了一批批中青年
名医，把中医文化
的种子播撒到宁
波各地，随之发展
起了包括20多个
各级重点建设学
科在内的几十个
中医特色专科。

从1990年开始，全国推出了首批500个名老中医药学术
思想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之后，市中医院对中医的传承开始走
上正规化、系统化道路，有了许多创新。

“医院的名老中医，在名师带徒这种传承方式中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董幼祺说，成立名老中医工作室则更能实现团队
水平整体提高的目的，在对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整
理、传承、发扬、创新方面，可以做更多的事。

如今，董氏儿科有了第七代传人董继业，董氏儿科已在宁
波和上海等地成立了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4人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3人为国家级名中医，出版专著20部。

虽然钟一棠、张沛虬、宋世焱、刘中柱等老一代名中医已
经逐渐离开，但有赖于传承工作的持续推进，他们的学术精髓
和临床经验得到传承和发扬。

市中医院目前有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
师6人，其中5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名中医工作室和
浙江省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各5个。

大师璀璨，中青年名医辈出。如今市中医院已经形成结
构合理的人才梯队。第一批名老中医专家工作室的弟子，自
己也成立了名中医工作室，使前人的学术精髓代代相传。

记者 孙美星

做好中医传承，要有好的土壤

“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科学，也是哲学。传承是让古老的
中医保持活力的关键。”董氏儿科第六代传人董幼祺是全国名老中
医，曾任市中医院副院长。他认为，做好传承工作，首先要清楚传承
的含义。

“传承，先要把老一辈中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继承下来，通
过整理、总结、领悟，再到创新和发扬光大，使中医事业代代相传。”

董幼祺说，中医有很多门派或流派，如金元四大家、上海海派、浙
江浙派中医等等，这些都是中医文化不可或缺的整体之一。做好传承
工作有三个要素，首先是领导重视，“宁波的特色中医学科要发展创
新，需要很好的土壤，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对传承工作的重视，是中医传
承最好的土壤。”董幼祺说，传承的第二个要素是肩负传承使命的中医
人要为中医事业自强不息。第三个要素则是获得老百姓信任和支
持。因为老百姓把自己的身心健康托付了医生，而医者又通过大量临
床实践，用疗效使中医药在防病治病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造福百姓。

通过传承
董氏儿科学生遍布长三角

名老中医传人
也有了自己的传承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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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5时1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配套远征一号上面
级），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47、48颗北
斗导航卫星。

联合国 22 日发布报告指出，2015-2019 年
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5 年，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浓度破纪录，锁定了未来世代的变暖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