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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一线

奶茶是很多人喜爱的饮品。
日常生活中，如何识别奶茶里的食
品添加剂？如何科学饮用奶茶？针对这
些问题，记者采访了重庆市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研究院副院长陈世奇。

今年2月8日，《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 品 添 加 剂 使 用 标 准》（GB
2760—2024）正式实施，新版标准修

改了部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要求，调
整了使用范围和限量。其中一项调整
是禁止在淀粉制品中使用脱氢乙酸
及其钠盐。

“作为‘奶茶伴侣’的辅料‘珍珠’
是典型的淀粉制品，也在禁止使

用 脱 氢 乙 酸 钠 的 食 品 之
列。”陈世奇说。

脱氢乙酸钠是食
品生产者常用的低
毒性防腐剂。科学研
究指出，长期过量
摄入脱氢乙酸钠，
可能会有一定的健
康风险。目前市面
上的“珍珠”小料主

要有三类，大多数商
家使用的常温珍珠和

快煮珍珠含有防腐剂，而
不含有防腐剂的冷冻珍珠依

靠冷链运输，成本较高。新规的实施
要求品牌方和供应商攻克制作工艺
难题、调整珍珠配方，以确保产品的
合规性和健康性。

“科技与狠活”作为网络流行语，
用于调侃或讽刺某些食品生产或加工

过程中过度使用添加剂、人工合成技术
等手段的现象。这一争议也长期存在于
奶茶界，源于不少消费者对其中的食品
添加剂心存疑虑。

“奶茶中，并非所有添加剂都是‘科
技与狠活’。只要在国家标准规定的范围
内使用，食品添加剂是安全的。但如果超
范围、超剂量使用添加剂，就可能危害健
康。例如，超量使用色素，可能会损伤神
经系统和消化系统；违规添加非食用物
质，会严重威胁消费者的生命健康。”陈
世奇说。

如何识别奶茶里的“科技与狠活”？
陈世奇给出了“一看、二观、三品尝”的
方法。

一看标签。预包装奶茶的包装上，必
须清晰标注品名、配料表、生产日期、保
质期等信息。配料表是关键，显示了奶茶
是否有食品添加剂等。

二观色泽和质地。用鲜牛奶和茶
叶制作的奶茶，颜色是自然的浅棕色
或米色，质地均匀。颜色过于鲜艳，如
呈现亮粉色、鲜绿色等不自然的颜色，
很可能添加了过量色素；如果奶茶看
起来分层明显或者有沉淀，那可能是
品质出现了问题。

三闻气味和尝口感。优质的奶茶有
浓郁的奶香味和茶香味。如果过于甜腻，
可能是添加了过多的甜味剂；如果有异
味、酸涩味或苦味，可能与原料质量不
佳、添加剂超标有关。

平时生活中，如何科学饮用奶茶？陈
世奇给出建议：

控制饮用量。奶茶中通常含有较高
的糖分、脂肪和咖啡因，长期过量饮用会
增加身体负担。建议每天饮用奶茶不超
过一杯，且尽量选择小杯装。

关注糖分摄入。很多奶茶为追求口
感，添加了大量糖分，长期过量饮用易引
发蛀牙等。点单时，可要求“少糖”或“无
糖”，也可以选择添加新鲜水果来增加自
然甜味。

留意奶制品选择。鲜奶富含蛋白质
和钙质，相对健康；而奶精可能含有反式
脂肪酸，长期食用不利于心血管健康。

注意咖啡因含量。部分奶茶为达到
提神效果，加入较多茶底或咖啡成分。过
量摄入咖啡因会引起失眠、心悸等问题，
敏感人群应选择低咖啡因或无咖啡因的
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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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奶茶，怎么辨别“科技与狠活”？

AI诈骗形式多样
换脸、变声、对口型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凯里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负责人吴西
福介绍，一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郭
先生有一天接到好友打来的视频电
话，说自己正在外地投标，需要几百
万元保证金，想用郭先生的公司账
户走一下账。不久后，好友说已经把
钱转到郭先生的账户并截图证明。
郭先生觉得通过视频能看到好友本
人，便没等收到转账成功的通知就
给好友转了钱。后来，郭先生迟迟没
收到转款，联系好友时才发现自己
被骗。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某公司
部门经理张先生接到“老板”视频电
话，对方称因情况紧急，急需转账汇
款。在视频中确认是“老板”后，张先
生放下了戒心，十几分钟内将20万
元转入指定账户。直到下午当面汇
报工作时，张先生才发现上当受骗。

这些案件都是典型的AI诈骗。
“你以为在和朋友亲人视频聊天，其
实是骗子使用的‘AI换脸’技术，让
别人的嘴能够‘对口型’。”宁夏回族
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
反诈中心负责人吴克刚介绍，如今，

“AI 换脸”技术不仅限于静态照片
的活化，还能在即时视频通信中实

时换脸。虽然需要采集大量不同角
度的照片进行模型训练，但一旦成
功，便可以假乱真。过去，公民个人
身份证号、手机号以及家人信息需
要重点防范，现在，人脸、声音、指纹
等同样要避免泄露。

新型AI诈骗主要有以下类型：
语音合成诈骗，不法分子利用AI技
术，合成受害人亲友或熟人的声音，
让受害人误以为是亲友或熟人需要
帮助，进而实施电话诈骗；图像生成
诈骗，不法分子通过 AI 技术，生成
虚假的照片或视频，制造出受害人
亲友紧急且合理的情景，从而获取
个人信息，骗取钱财；智能客服诈
骗，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制作智
能客服系统，通过语音或文字同受
害人交流，诱骗受害人提供个人信
息或进行转账操作；AI 情感诈骗，
不法分子运用 AI 训练面向网聊的
大语言模型，通过伪造场景、声音与
受害人建立情感关系，进而获取个
人信息。

吴西福介绍，共享屏幕等新型
诈骗也要注意。不法分子以“提升信
用卡额度”“航班延误退费”“赠送礼
品”等为借口，向个人发送短信或拨
打电话，诱导受害人下载指定软件，
并开启软件的“共享屏幕”功能，就
可以“实时监控”受害人手机、电脑
屏幕，同步获取个人银行账户、口

令、验证码等重要信息，从而盗取银行
卡资金。

AI诈骗危害广泛
造成经济损失、心理创伤

相较于电信诈骗、网络诈骗，新型
AI 诈骗的受害者身份更广泛、多元，
成功率更高，更难以追踪。

警方梳理后发现，新型AI诈骗有
以下危害：造成经济损失，新型AI诈
骗具有针对性强、高度逼真等特征，普
通群众短时间内难以分辨，很容易上
当受骗、遭受经济损失，甚至会给家
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发生信息泄
露，新型 AI 诈骗往往能获取受害人
的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证号、银行账
户、人脸、指纹等，进而滥用这些信息
从事非法活动，导致受害人信息泄
露，身份被盗用，引发潜在的法律风
险；造成心理创伤，遭受新型 AI 诈
骗，除了面临经济损失，受害人还可
能产生焦虑、自责、抑郁等情绪，造成
严重的心理创伤；危害社会治安，如
果新型 AI 诈骗案件变多，容易让群
众对社会产生不信任感，甚至造成恐
慌情绪，有些受害者也因无法承担损
失，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新型AI诈骗案件增加，侦破难度
加大，对公安机关来说也是挑战。吴西
福说，只有不断提升民警的专业素质
和侦查能力，加强对新型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的研究，才能创新侦查手段和
方法，提高打击效能。要加强与其他地
区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建立健全跨
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形成打击合力。

有效防范AI诈骗
保护个人信息、学习识别方法

新型AI诈骗花样频出，伪装性越
来越强，该如何防范？

吴克刚给出了两条防骗建议：视
频通话时，让对方做出指定动作，比如
眨眼3次、摸摸鼻子，或者让对方用手
指或其他遮挡物在脸前晃动，如画面
出现延迟或者异常扭曲等不自然的微
小变化，那对方很可能正在使用“AI
换脸”技术。在与对方的沟通中，也可
以问一些只有对方知道的问题，比如

生日、电话号码、喜好等，来验证对方
身份的真实性。

我们也应该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防止个人脸部信息被非法获取利用。
贵州警方提示，不轻信他人，不贪图小
便宜。妥善保管个人信息，把好个人信
息保护的第一道关。在非必要情况下，
不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号码、工作单
位、家庭住址、职务等重要信息，不将
身份证照片或号码保存在手机中，尽
可能避免将人脸、照片、声音、指纹等
留存到网站和小程序上。在日常生活
中，加强对人脸、声音、指纹等生物特
征数据的安全防护，做好个人手机、电
脑等终端设备的软硬件安全管理，不
登录来路不明的网站，以免感染木马
病毒。另外，对可能进行声音、图像甚
至视频和定位等信息采集的应用，做
好授权管理，不轻易给他人收集个人
信息的机会，也能在一定程度远离

“AI换脸”诈骗。
此外，公安机关也要创新线上线

下反诈宣传，打造全方位反诈宣传矩
阵。一方面，利用线上平台，深入挖掘
本地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
结合地区特色、民俗以及当下流行的
网络文化，拍摄制作风格独特、通俗易
懂的反诈宣传短视频。通过短视频的
形式还原诈骗分子的话术、作案流程
以及背后的犯罪逻辑，帮助群众提高
反诈意识。

推动反诈宣传进校园、进社区、进
企业，将反诈宣传与群众喜爱的文化娱
乐活动紧密结合，打造出一系列具有贴
近性的反诈宣传场景。坚持精准施策，
针对不同群体、行业和地区特点，开展
有针对性的宣传，做到有的放矢，切实
增强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警方也警告不法分子：通过“AI
换脸”进行视频合成、实施诈骗的行
为，是利用新技术进行的诈骗，与传统
诈骗行为没有本质区别。对于构成诈
骗罪的，将依照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
六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为利
用“AI 换脸”实施诈骗行为提供技术
支持、帮助的，将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
法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
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春季是流感高发季，如何
预防流感？《流行性感冒诊疗方
案（2025 年版）》提出，接种流
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
段，可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
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一民表
示，考虑到疫苗接种到人体后，
一般需要2~4周才能产生保护
作用，最好在流感季开始之前
接种疫苗。如果错过最佳接种
时间，在流感季中及时接种也
可以起到保护效果。“一老一
小”，孕妇，慢性病患者，在医
院、学校、托育机构工作的人员
属于流感易感人群，建议及时
接种疫苗。

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是
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中国疾
控中心研究员王丽萍说，勤洗

手、保持环境清洁和通风、在流
感流行季节尽量减少到人群密
集场所活动、避免接触呼吸道
感染患者。保持良好的呼吸道
卫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用
上臂或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
咳嗽或打喷嚏后洗手，尽量避
免触摸眼睛、鼻或口。出现流感
样症状应当注意休息及自我隔
离，前往公共场所或就医过程
中需戴口罩。

患上流感如何处理？北京
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医师张弘说，流感一般可
以自愈。健康人，如果是低热、
流鼻涕等症状可以先观察，在
家好好休息，对症治疗就可以。
高热、头痛、四肢酸痛明显患
者，建议到发热门诊就诊。婴幼
儿、高龄老人或者有较严重的
基础病患者，需要尽早就诊。

预防流感，自我保护很重要

“你现在的问题根本不算
是问题。”“怎么别人都没问题，
就你有问题？”“你们这代人已
经很幸福了，我们当年……”这
些话，你有没有对孩子说过？

当孩子遇到困难，很多家
长会习惯简化问题，告诉他们
事情并不复杂，认为只要足够
强大，困难就能迎刃而解。北
京大学心理学系博士李松蔚
指出，这种态度可能会让孩子
感到压力。“家长的这些话不
知不觉让自己站在了孩子的
对立面。当孩子遇到困难，家
长一定要跟孩子站在一起，才
能真正帮助孩子。”他表示，家
长需要承认孩子所面临的困
难和问题，理解他们的难处、
委屈和痛苦。

李松蔚援引心理咨询中常
用的共情训练给出了建议：作为
成年人，家长需要将自己放在孩
子的立场上去理解孩子的感受。
可以告诉孩子，如果自己处在他
们的境地，也会有相似的感受。
这样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自己在
问题前的委屈和孤立无援是被
看到、被理解的，知道面对困难
时还有家长的支持，轻易否定孩
子的感受会破坏家长与孩子合
作解决问题的基础。

具体到和孩子的沟通，李
松蔚认为家长应该避免否定性
的表达。不要对孩子说“你现在
这个问题根本不算问题”，而应
肯定孩子确实遇到了困难；也
不要说“你想多了”，因为这句
话言下之意是认为孩子遇到的

问题都是“胡思乱想”造成的，
相反应该说“你已经尝试了很
多方法，这个问题仍然存在，说
明它很重要”；避免说“怎么别
人不这样，就你这样”，而要肯
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
尽量不要用上一辈人的身份进
行“忆苦思甜”式教育，承认每
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挑战。还有
一些家长会说“这个问题努力
一下不就解决了吗”，而没有了
解孩子做过的努力和面临的困
难，这同样会引起孩子的反感。

虽然这些话看起来像是
“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可能有的家长觉得这样的话
说出口有些难为情，但成长的
过程必然会遇到困难和挑战，
承认困难并不可怕和可耻，只
有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家
长要与孩子站在同一边，就需
要以表达理解和认同的语言
与孩子沟通。

李松蔚还提醒家长需要避
免一个常见的误区，即直接告
诉孩子自己是如何解决问题
的。这种方式可能会让孩子认
为自己面对的困难在家长眼里
不值一提，从而感到被否定。家
长需要意识到每个人的经验都
是独特的，自己的经验未必适
用于孩子面临的困境，而应鼓
励孩子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法。

承认困难后，家长和孩子
可以共同思考接下来的应对方
式，设立共同的目标，将思考转
化为行动。

来源：中国青年报

理解孩子的困难
从不说这几句话做起

集市上的青椒还沾着晨
露，咖啡香已混着油条味飘散
开来——在义乌年轻人的周末
地图上，这些交织着烟火与诗
意的坐标正被反复圈画。当城市
青年从格子间鱼贯而出，转身却
钻进人声鼎沸的农村集市，在
青石板铺就的乡村市集淘手作
竹编，在摩肩接踵中挑选心仪
的特产，很多人笑称：“年轻人
赶集比老年人还勤快！”

年轻人爱赶集，为的是先
尝一口时间窖藏的鲜，大陈集
市的春笋刚刚从山上挖来，冒
着甜甜的笋汁；廿三里集市案
板上的猪肉还冒着热气……年
轻人举着手机穿行其间，镜头
扫过佛堂老街百年酱园里排列
成阵的陶缸，拍下尚经集市老婆
婆指尖翻飞的麦秆扇，直播间瞬
间刷过“求代购”的弹幕——菜
市场、集市成了没有围墙的民
俗博物馆，每个摊位都是活态
的“非遗展台”。

年轻人爱赶集，带动了乡
村集市的人潮汹涌，恰是奔赴
一场流动的盛宴，每逢前洪集
市日，三溪六岸的乡民挑着各
类农产品翻山而来；每个吴店
集市日，义乌红糖与西班牙火
腿在同一个竹筐里相遇……
年轻人追着集市日历跑，今天
在上溪淘到牛角，明天去赤岸
抢购山货，后天城西品尝“东
河肉饼”……这些星散在义乌

城乡的集市，像珍珠链串起城
乡新图景——年轻人、城里人
在这里找回浓郁的节气感，村
民们则把山野土味馈赠变成

“爆款单品”。
有人说，这场集市狂欢的

背后，是年轻人重构的生活哲
学。年轻人既迷恋集市里可触
摸的温度，又渴望打破标准化
生活羁绊。当“逛吃”“寻味”“观
景”让年轻人实现“兴头自由”，
当艺术快闪店在传统特产堆里
开张，年轻人用消费投票，把集
市视作生活的体验室。在江湾
集市上，年轻人和卖菜老人讨
论着“小红书”最新滤镜；大陈
镇的“00 后”摊主直播卖土蜂
蜜时，背景音是隔壁阿公的婺
剧清唱……这种代际混搭的温
馨现实，恰是眼下义乌最生动
的市井图鉴。

今天的义乌集市，早已突
破传统市场的范畴，不仅有“柴
米油盐”，更添“诗与远方”。不
仅有本地特产，还有追求“复古
风”的咖啡、不惧“市井气”的小
型艺术展，甚至连一些美妆店、
手工坊等也设摊入驻，塑造出
更丰富的新场景，创设出更多
元的新业态，既保持生活供给
便利性，也增强消费体验新鲜
感，那些穿梭其间的年轻身影，
正用脚步丈量着乡间沃土，用
消费拉动着区域共富。

尚凡

年轻人爱赶集

●青春热线

●健康服务

●生活观察

●消费指南

生成图像、合成语音、伪装客服、伪造场景……

以假乱真的AI诈骗，如何防范？
上传一张静态照片，即可生成动态视

频；只需几秒语音，就能克隆声音……这不
是科幻电影，而是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事件，

“AI换脸”正成为侵权违法的重灾区。
近期，为规范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

人脸信息活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联合公布《人脸识
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对应用人脸识
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的基本要求和处理规
则、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规范、监督管理
职责等作出了规定。办法将于2025年6月1
日起施行。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与人脸信息安全紧密
相关。人脸识别具有唯一性、不可更改性、不
可匿名性，一旦泄露，极易对个人的人身和财
产安全造成危害，还可能威胁公共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