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讯（记者 秦颖）7 月 2 日，市交巡

警支队濮鹤高速大队民警在公路上巡逻时发

现，一司机将应急车道当成休息区，将轿车停

要应急车道上， 没放置任何警告标志就在车

内呼呼大睡。

当日下午 3 时许，濮鹤高速大队民警驾

警车在辖区濮鹤高速公路上巡逻至 116 公

里处时， 发现应急车道内停着一辆小轿车，

驾驶人既未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也未放置

警告标志。 民警上前查看，车内司机正躺在

驾驶位置上呼呼大睡。 民警赶忙将司机叫

醒。 司机李某被叫醒后交代，因为中午没睡

觉，担心疲劳驾驶会出事故，便将车停下来

睡一会儿。

民警告诫李某， 高速公路上不能随意停

车，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停车睡觉，且未在来

车方向 150米以外放置警告提醒标志， 严重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规定。

民警提醒， 市民在高速公路上停车休息

应到服务区，如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

紧急停车， 应在车后 150 米至 200 米处摆放

警示牌，并及时报警。

（线索提供：韩兴伟）

男孩手抓蟾蜍中毒

晨报讯（记者 渠稳）7 月 3 日，家住新区

福汇佳苑的龙龙（化名）在淇河附近玩耍时，用

手抓了一只蟾蜍（俗称癞蛤蟆），毒液通过伤口

流入体内导致其中毒，经治疗脱离危险。

据龙龙的父亲杨先生介绍，7 月 3 日晚上，

他和龙龙一起到淇河边散步，龙龙在金沙滩南

面的河堤上发现了一只蟾蜍，便将蟾蜍拿在手

里把玩。“回家的时候，我才让龙龙将蟾蜍扔到

了河里。 回到家后，龙龙一直说头晕、恶心。 起

初，我还以为他是食物中毒，赶紧将他送到了

附近的医院。 ”

经检查，医生确诊龙龙是中了一种动物体

液的毒。“医生说，毒液通过龙龙手上的伤口，

进入了龙龙体内。 ”杨先生告诉记者，前些日

子，龙龙不小心用玻璃将右手划伤，伤口还未

愈合。 龙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抓了蟾蜍才导致

中毒的。 经治疗，龙龙的症状有所减轻。

“蟾蜍的腮腺会分泌一种毒素，这种毒素

可以通过伤口进入体内，导致人体中毒。 ”鹤壁

市人民医院医生韩伟告诉记者，如果身体上有

伤口，不可以和蟾蜍接触；只要接触过蟾蜍，一

定要及时用盐水清洗；避免用双手和嘴巴直接

接触蟾蜍。“暑假到了，家长们一定要看护好孩

子，避免孩子在河边接触蟾蜍、蛇之类的可能

含有毒素的动物，以免引起中毒。 ”韩伟说。

赡养老人 兄弟反目

民警调解 轮流尽孝

晨报讯（记者 秦颖）赡养父母本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可淇县北阳镇的李大、李三两兄弟却因赡养 87 岁的

老父亲大打出手。 7月 4日，记者获悉，在北阳派出所民

警的调解下，三兄弟开始轮流照顾卧病在床的父亲。

2011 年，淇县北阳镇李大、李二、李三（均为化名）

曾订了个协议：三兄弟每人 10天轮流照顾父亲，父亲在

谁家卧病不起，就到谁家去轮流照顾父亲。今年 6月初，

三兄弟的父亲在老大家卧床不起， 因李大家在盖房，李

大便想将父亲推给李二，可李二以协约为由，不愿接纳

父亲。经村干部做思想工作，李二同意将父亲接回家。可

没住几天，李二就反悔了。 6 月 24 日早上，李二把父亲

扔到了李大家工地上的棚子里。李大又想将父亲送往李

三家，可李三并不接纳。 经村干部协调，当日晚上 8 时

许，李三终于同意接纳父亲。

6 月 25 日早上，李三的媳妇站在胡同口骂街，被李

大听到，二人便开始对骂，其间，李三也加入其中。 李三

一怒之下把李大头上打了个窟窿，血流不止。见此场面，

一位围观的村民报了警。 北阳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

后，立即对三弟兄进行批评教育。

7 月 4 日，记者获悉，李三自愿给李大拿出医疗费，

李大也原谅了李三。三兄弟开始自觉轮流照顾卧病在床

的父亲。 （线索提供：牛合保 吕永明）

行道树挡视线出车祸

7 月 3 日下午 6 时许，在新区兴鹤大街与淇河路交

叉口北 5 0 米处发生一起车祸，一辆面包车与一辆摩托

车相撞，三名骑乘摩托车的人员受伤，被送往医院。 据

现场处理事故的交警介绍，车祸发生时，面包车自北向

南由自行车道驶入快车道， 摩托车从快车道由南向北

而来，由于路边花圃内的柏树过于高大，阻挡了司机视

线，导致事故的发生。 晨报记者 马珂 摄

如何鉴别大豆油

1.色泽鉴别

进行大豆油色泽的感官鉴别时， 将样

品混匀并过滤， 然后倒入直径 50 毫米、高

100毫米的烧杯中，油层高度不得小于 5 毫

米。在室温下先对着自然光线观察，然后置

于白色背景前，借其反射光线观察。冬季油

脂变稠或凝固时，取油样 250 克左右，加热

至 35℃～40℃， 使之呈液态， 并冷却至

20℃左右按上述方法进行鉴别。

良质大豆油呈黄色或橙黄色。 次质大

豆油呈棕色或棕褐色。

2.透明度鉴别

进行大豆油透明度的感官鉴别时，将

100 毫升充分混合均匀的样品置于比色管

中， 然后置于白色背景前借反射光线进行

观察。

良质大豆油完全清晰透明。 次质大豆

油稍混浊，有少量悬浮物。劣质大豆油油液

混浊，有大量悬浮物和沉淀物。

3.水分含量鉴别

进行大豆油水分的感官鉴别时， 可用

最简单方法。

钢精勺加热法———取有代表性的油约

250g，放入普通的钢精勺内，在炉火或酒精

灯上加热至 150℃～160℃，看其泡沫，听其

声音，观察其沉淀情况(变质、冻伤的油料

榨得的油例外)。 如出现大量泡沫，发出“吱

吱”响声，说明水分较大，约在 0.5%以上；如

有泡沫但很稳定，也不发出任何声音，表示

水分较小，一般在 0.25%左右。

4.杂质和沉淀鉴别

良质大豆油可以有微量沉淀物， 其杂

质含量不超过 0.2%，磷脂含量不超标。

次质大豆油有悬浮物及沉淀物， 其杂

质含量不超过 0.2%，磷脂含量超过标准。

劣质大豆油有大量的悬浮物及沉淀

物，有机械性杂质。将油加热到 280℃时，油

色变黑，有较多沉淀物析出。

5.气味鉴别

良质大豆油具有大豆油固有的气味。

次质大豆油气味平淡，微有异味，如青

草味等。

劣质大豆油有霉味、焦味、哈喇味等不

良气味。

6.滋味鉴别

进行大豆油滋味的感官鉴别时， 应先

漱口，然后用玻璃棒取少量油样，涂在舌头

上，品尝其滋味。

良质大豆油具有大豆固有的滋味，无

异味。次质大豆油滋味平淡或稍有异味。劣

质大豆油有苦味、酸味、辣味及其他刺激味

或不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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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贾正威）7 月 1 日起，中

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修订后的

《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正式实施，规定国

内生产的所有有机产品， 必须统一使用国家

认监委认可的新标识。 消费者还可以上网查

询新标识上的有机码，验证真假。蜂蜜、枸杞、

水等产品不再标注“有机”字样。新规实施后，

7 月 4 日， 记者对我市有机产品销售情况进

行了调查， 发现我市部分超市销售的有机产

品存在违规现象。

7 月 4 日， 记者在新区华夏南路上某超

市的蜂蜜柜台上看到，多数蜂蜜不再标注“有

机”字样，但仍有三四种蜂蜜贴有有机认证的

绿色标志。

在新区兴鹤大街某超市内， 记者同样看

到几种“有机”蜂蜜摆在货架上出售。 记者看

到，这两家超市售卖的“有机”蜂蜜生产日期

均为 2011年。 根据规定，2012年 7月 1日前

生产的有机蜂蜜依旧可以出售， 在此之后生

产的则禁止出售。

在新区淮河路一路边摊前， 摊主向记者

介绍，他卖的蜂蜜为自制蜂蜜，没有标注生产

日期、保质期，但“纯天然、有机”。而新区一位

蜂农告诉记者：“我的蜂蜜都供应给了较大的

生产厂家，不会摆摊在大街上卖，市民在购买

蜂蜜时应谨慎。 ”

记者调查得知， 部分超市内销售的一些

标注有机认证的食品，如蓝莓、小米等，目前

都还没有按照新规在外包装贴上“有机追溯

码”。 在新区某超市内，某品牌蓝莓外包装上

没有生产日期及保质期， 记者按照包装上注

明的认证码输入国家认监委有机码查询系

统，系统显示无相关信息。

记者在街头随机询问了几位市民， 他们

表示都曾购买过有机食品。“听说很多有机食

品都是假冒的， 购买这类商品时我会比较谨

慎。 ”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目前，我国的有机产品主要是农产品，

有机食品要求在生产加工运输过程中不得使

用农药、化肥、转基因技术、抗生素和食品添

加剂等。有机产品的加工程序繁杂，一些有机

产品生产企业可以跳过地方质检部门直接获

得认证机构认证， 给有机食品的监管带来了

困难，造成市场上一些有机产品鱼龙混杂。而

新规的实施将一些不适宜开展有机产品认证

的产品排除在《有机产品认证目录》之外，其

他一些涉及有机产品标准的问题也正在逐步

规范。 ”7 月 4 日上午，市质监局质量科的一

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根据国家认监委的相关规定， 消费者遇

到假冒“有机产品”，可通过以下方式解决：一

是向认证机构进行投诉； 二是拨打 12365、

12315，向当地质监、工商部门投诉举报；三是

可以向国家认监委投诉举报。

《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7月 1日起实施，记者调查发现———

我市部分超市所售有机产品违规

司机高速路上停车睡觉

应急车道

当休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