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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青松

连日来，我国含乳饮料市场风波不断。
自 11月 28日被曝的可口可乐“中毒门”余波犹在，与事

发产品可口可乐含乳饮料美汁源果粒奶优属同一品类的国内
另一食品巨头———娃哈哈旗下的“营养快线”又被批添加剂过
多，另外“小洋人”、“旺旺”等含乳饮料也被指营养价值少添加
剂多……一时间，含乳饮料被戴上“过度宣传、误导消费者”的
帽子，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重点。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含乳饮料只是“含乳”而并非
“乳品”，二者不能画等号。国内一些普通消费者并不知二者的
区别，往往将它们混淆。

乳企利润增长点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我国
含乳饮料开始起步，含乳饮料以其独特的风味、独特的特点从
软饮料行业中脱颖而出，并经过各大食品企业二三十年的精
心培育，现已发展成我国饮料行业中一个重要的细分品类。

近几年来，“营养快线”、“小洋人”、“旺旺”等品牌在含乳
饮料市场攻城拔寨之时，国内乳业巨头蒙牛、伊利、光明等早
已将目光投向这块巨大的蛋糕，积极开发含乳饮料投身其中：
蒙牛推出的“真果粒”、伊利“果立享”、光明“Hi优果粒”……
一时间，含乳饮料江湖，竞争近乎惨烈。

就在国内饮料企业杀得风生水起之时，外资品牌也将触
角伸向含乳饮料市场，急切希望分得一杯羹。

2009年 10月，可口可乐在上海发布其首款水果牛奶饮
料———美汁源果粒奶优。美汁源果粒奶优的上市标志着可口
可乐正式进军含乳饮料品类。

丰厚的利润成为支持含乳饮料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据
悉，营养快线一箱 5元的高毛利，成为娃哈哈刺激经销商销售
积极性的明星产品。一个单品 2009年就为娃哈哈贡献近 100
亿元的收入，占其整体销售收入的将近 20%。

公开资料显示，含乳饮品，特别是乳酸饮料是乳制品企业
的重要产品种类，有的企业占其营销额的 30豫，甚至更高，已
成为乳制品企业主要的利润增长点。

乳品还是饮料

不过添加剂过多成为含乳饮料发展的一颗“定时炸弹”。
其实，面对含乳饮料的添加剂过量问题，许多消费者并不

知情。在购买含乳饮料时，消费者考虑得更多是品牌或口味，
真正对含乳饮料产品本身的营养价值知之甚少。

12月 6 日，在北京南三环一家家乐福超市，《中国企业
报》记者看到消费者王女士小推车里装着一些乳制品和含乳
饮料像营业养快线、味全。

记者问王女士乳品和含乳饮料有何区别时，王女士显得
很是纳闷：“这些不都是牛奶吗？”她补充说，她的孩子最喜欢
喝含乳的饮料了。

针对“营养快线”等含乳饮料被批添加剂过多等问题，之
前有食品专家就表示，娃哈哈营养快线中包含羧甲基纤维素
钠、阿斯巴甜、乳化硅油等 10多种食品添加剂，虽然属于国家
规定的添加剂范围，但是没有标明各种添加剂的含量，无法判
定是否超标。

专家同时提醒，如果添加剂日均摄入总量过大，也有可能
会因为叠加效应危害人体健康。记者在可口可乐果粒奶优产
品配料表发现：食品添加剂多达 7种。

专家指出，国家允许在饮料中添加一定添加剂。有些添加
剂是氨基酸或者植物，有些则是合成的化学品。但合成的添加
剂都是要经过安全风险评估的，会确定其在饮料中最大的使
用剂量。

不过目前很多企业并未将添加剂的剂量一一标明。有些
产品虽然加入了符合国家要求的添加剂，但是一些企业考虑
到降低成本，其会使用更低廉的添加剂代替原有的成分。

据悉，含乳饮料并非奶类，虽然其中含有必备的牛奶成
分，但更多是水。含乳饮料的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只相当于鲜牛
奶的 1/3左右。 消费者如果长期将含乳饮料当奶给孩子喝，
势必影响孩子生长发育。

乳业专家王丁棉表示，含乳饮料最大的特点就是含乳成
分少，其蛋白质含量多在 0.7%—1.3%之间，大部分只有 0.8%，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含糖分较高，这很迎合孩子们的口味。

至于企业为什么打着乳品的幌子卖饮料，中国食品商务
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认为，饮料企业普遍面临着高成本、高风
险、低利润的行业形势，在乳酸饮料这一品类上，只有把“乳”
的成分重点突出、夸大，才能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和议价能力。

“中毒门”身后的
添加剂乱象

（上接第一版）
“最终还是让一位路人接过电

话，给我们讲述了一下她的具体位置
是在哪儿，然后我们先拨打了 120，再
赶过去，并且让那位路人暂时照看着
母女二人。”

在发生这起事件之后，这对母女
的家人在第一时间与可口可乐公司
取得了联系，并进行沟通。随后，可口
可乐公司当天就派人取走了剩余的
产品。
“一直到第二起事件发生之前，

我们一直在主动跟可口可乐公司沟
通，但他们答复是结果还没有出来，
一直在回避 20 日的这起事件。直到
27日，可口可乐长春分公司的一个代
表口头上说是企业内查，结果没有问
题。”上述家属对记者讲述。

据悉，病情比较重的母亲李女士
已经在 28日出院，并且在 28日当天
早上 8:30，李女士家人就去辖区派出
所报案。

就在李女士家人报案的当天，28
日晚，刘女士与其儿子也因为饮用相
同的饮料进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抢
救，《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多方途径
联系到刘女士的家人，但其家人表示
拒绝接受采访。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晚，刘女士
与其儿子在回家途中，在一家街边小
店购买了该饮料。回家后，孩子递给
父亲楚先生一瓶饮料，但楚先生没有
饮用。不久之后，他的妻子刘女士就
发生不良反应，全身抽搐，随后被立
刻送往医院。

第一起事件中的家属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当时医生诊断的结论
是有机磷中毒，医院开具的诊断书都
有明确标注。
“恰巧我们报案的派出所跟第二

起事件发生后报案的派出所是一家，
所以，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第一起事
件中的家属称。

但据记者观察，这起一死三伤的
事件，整个长春市民反应没有想象中
的强烈，一位市民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说，“我一个侄子就在可口可乐吉
林分公司，但我也没听他讲过。”

有机磷投毒案

“在医院提供给我们的诊断中，
就是写着有机磷中毒。”上述受害者
家属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在长春市 12月 1日对外公开发
布的事件进展显示“经公安部门检验
认定，两起事件剩余饮料中均含有高
毒性的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万灵）
成分。”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董金狮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列举了在食品生产环节可
能出现问题的 5种可能。
“首先是原材料的问题，原材料

中可能本身就含有毒素。这种可能性
是完全存在的，在引进原材料的时
候，供应商需要提供合格的检验报
告，但是合格的产品并不等于无毒无
害，因为检测往往是按照国家规定的

一些指标来检测的，而农药这一项不
属于检测项目。合格仅仅是指检测的
那几项标准符合要求，合格是按照标
准来说，有无毒害是按照化学物质来
说的。”董金狮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解释。

再就是生产环节出现问题，生产
过程中人为投毒。另外，包装本身有
问题，就会出现污染食品的情况，或
者运输环节出现漏洞，有人将瓶盖拧
开放入杀虫剂，再用封口机把盖封
上。最后就是购买之后出现的问题，
比如被掉包等等情况。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长春走访

时，从多个部门得到的消息都说，是
因为有机磷中毒所致。长春市政府应
急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透露，长春中毒事件得到
省领导的重视，几乎每天都会召开相
关会议。记者发现，偌大的政府应急
办公室没有领导在场，据工作人员解
释，“领导到省里开会，正是研究有关
可口可乐中毒事件”。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
品安全系主任何计国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介绍说，“据我了解还没有说是因
为正常食用产品而农药中毒的案例。
不排除在原材料和包装上沾有农药的
可能性，不过现在食品生产最容易受
污染的是微生物和细菌污染。”

何计国认为，要想让一个成年人
在饮用之后就立刻出现强烈的中毒
反应，应该是剧毒农药才能达到的效
果，毒性比较高，如果是原料带毒性
的话，应该是大面积发生事故，如果
是包装瓶子问题的话，即便是洗瓶机
没清洗干净，也不应该是这么大的毒
性。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长春调查

多日，多个部门回答都是目前案件正

在侦办当中，直至 12月 6日，记者从
公安部门获悉，经初步确认，“11·28”
饮用美汁源果粒奶优饮品中毒案件
是一起危害公共安全的投放危险物
质案，俗称“投毒”案件，目前此案依
然在进一步侦查中。

家属不满可口可乐

12月 5日下午，可口可乐公司发
布中毒事件以来的第三份声明并附
带一份由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出具的检测证明。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这份标明

“到样日期”为“2011年 12月 2 日”，
“完成检测日期”为“2011 年 12 月 5
日”的检验报告中看到，样品名称为
“果粒奶优水果牛奶饮料清新草莓风
味”，标称生产单位为“可口可乐装瓶
商生产（东莞）有限公司厦门分公
司”、“可口可乐装瓶商生产（武汉）有
限公司”。

报告中写明，检验项目“灭多威”
的测定值为“未检出（<2.40）”，“硫双
威”的测定值为“未检出（<9.85）”，备
注中声明，“所检测项目灭多威、硫双
威为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括号中的数
值为方法的最低检出限。”

这并非可口可乐第一次遇到这
种事情，去年可口可乐旗下雪碧就
发生过汞中毒事件，但最终证明并
非可口可乐产品质量问题。董金狮
说，“可口可乐连续出现这种问题，
会让人联想到可口可乐本身是不是
有问题。”
董金狮认为，要从可口可乐自身

看的话，首先管理体系是不是有问
题，再就是在市场竞争中是不是树
敌太多或者竞争对手太多，遭遇竞
争对手的陷害。“作为一个大的品牌

企业，要自己找到原因，从自身做
起，比如加大对原材料的检测范围，
进出车间的工作人员都要严格管
理”。

何计国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一般来说国外公司在生产方面还是
可以相信的，现在大多数企业还是在
合法的进行经营活动，可能会因为经
营不善带来污染，但这种中毒的可能
性还是比较小的。

前述受害者家属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将可口
可乐告上法庭，“作为一个世界 500
强的公司，在我们举报之后，只是来
简单地把饮料取走，没有给我们任
何答复，如果当时就重视起来，也不
会发生后来的事（第二起中毒事
件）。”
“我们现在担心孩子会有什么后

遗症，这几天她母亲很明显的不爱吃
饭。”受害者家属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达自己的不满。

就在长春警方对外发布初步调
查结果为“投毒案”之后，可口可乐
公司再次发布一份声明，“我公司感
谢吉林省、长春市各级政府对此事
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行动，公安部门
的技术检验和侦察调查初步确认这
是一起发生在长春本地的刑事案
件，再次确认此事件与我司产品本
身的质量没有关系，我们有百分之
百的信心我们的产品是完全安全可
靠的。”
“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情况下都没

有重视，并且给消费者回复的时候都
是说没有问题，但公安机关检查的结
果都是有问题的。一个企业出现问题
要有应急预案，可口可乐这样是没有
责任心的。”前述受害者家属对可口
可乐的做法十分不满。

可口可乐投毒案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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