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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史奉楚

近日，广州警方查处了一批
在凉茶里非法添加西药的凉茶
店铺，抓获涉案人员15名，缴获有
毒有害凉茶原材料一批。警方在
番禺区范围内的凉茶铺中，随机
取样40份进行检测，其中有15份
样品不同程度含有西药“对乙酰
氨基酚”“氯苯那敏”“布洛芬”

“马来酸氯苯那敏”“甲硝唑”等
成分。经查，这些西药成分属于
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饮料中添
加的有毒有害物质。

据报道，在凉茶之中添加

西药成分，是为了使凉茶的防
暑降温效果更好，进而增加销
量。但是，这种在凉茶中添加西
药成分的行为，既是对消费者
的严重欺骗，又涉嫌行政违法
乃至犯罪。因而，有必要严惩此
类见利忘义，漠视消费者权益
的行为。

现实生活中，凉茶属于一种
含中草药成分的饮料，国家将其
列为食品来管理。如根据《食品
安全法》，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
得添加药品，但是可以添加按照
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
质，该物质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

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制定、公布。而“布洛
芬”等西药显然不属于既是食品
又是中药材的物质。

一些经营者在销售的凉茶
中添加西药成分，显然不是给
消费者治病疗伤，而是为了让
这些凉茶的“清热降火”效果更
好，达到欺骗消费者，增加销量
的目的。一些消费者饮用凉茶
之后，会误认为这些凉茶达到
了“败火”的效果，进而经常购
买饮用此类凉茶。殊不知，这实
际上是所添加的西药在发挥疗
效。而经常饮用含有西药成分

的饮料，显然会给身体带来一
定损伤，尤其对孕妇、儿童的毒
副作用更大。

由此可见，这种在凉茶中添
加西药成分的行为，既“谋财”又

“害命”，是挑战食品安全，拿消
费者健康权开玩笑的恶行。值得
注意的是，在作为食品的凉茶中
添加西药成分，已涉嫌犯罪。根
据《刑法》，在生产、销售的食品
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
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
外，经营者还应向消费者承担价

款10倍且不低于1000元的赔偿。
食品安全问题不是小事，而

是不可突破的底线，对任何无视
食品安全的行为，都应严厉惩
戒。凉茶之中添加西药行为，严
重违背职业伦理，是在向不特定
的消费者“投毒”。对这种并非偶
发的现象，监管部门理当高度重
视并加强执法检查力度，让无视
消费者生命健康权益的行为付
出代价。让消费者有一个健康无
忧的消费环境，不至于“毒从口
入”而不自知。

葛公民论坛

数学论文也敢造假，“零容忍”得来真的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没想到，“纯净”的数学圈竟
也存在如此严重的学术不端。近
日，德国独立科学记者列昂尼德·
施耐德在其主办的科学新闻网站
上发布“学术打假报告”——— 经调
查发现，65篇数学论文涉嫌造假，
77名署名作者分别来自中国44所
高校。涉嫌批量造假的数学论文
存在大量反复抄袭、伪造同行评
议、虚构论文作者等问题，目前已
有21篇被撤稿。

这些年，学术论文造假的事
时有耳闻，人们对此已颇有些“审
丑疲劳”。前不久，两名院士也因

涉嫌学术不端而被质疑。先是有
人发现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
学医学院院长董晨的20多篇论文
存在一图多用和重复使用等问
题，后是最新一期《生物化学杂
志》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
校长曹雪涛的12篇论文分别发布
了关注声明。这名曹院士去年曾
被爆18篇论文涉嫌造假，只是传
说中的调查至今没有一个结果。

数学一度被认为是不太可能
造假的“纯净”学科。确如业内人
士所说，与生化环材等学科不同，
数学不需要大量重复实验，证明
和计算过程就摆在那里，公式造
假即使能绕过评审，也会很快被同

行发现。可施耐德们的调查显示，
数学领域不仅有人造假，而且造假
已经非常严重。一个难以造假的学
科存在批量造假现象，这固然跟相
关杂志把关不严不无关系，但更多
则反映出学术不端已“放肆”到何
种地步。

再看看如下几点，人们会对问
题的严重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其
一，造假现象很普遍。这次被爆涉
嫌论文造假的77名作者，有的来自
名校，有的来自普通院校，不仅覆
盖面很广，而且不乏“窝案”。在65篇
涉嫌造假的论文中，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一家就有15篇，涉及9名作者、4
个学院。其二，造假手段很低劣。有

的在自己的论文中大段大段地“复
制粘贴”别人的研究成果，有的为
了“提升”论文的价值而伪造同行
评议，有的为了显示论文的“国际
范”而虚构外籍作者……每一种

“蛮干”都是对学术尊严的极大蔑
视与亵渎。其三，涉嫌造假者中不
乏院校领导。仅这次撤稿论文作者
中，就有3位高校学院院长级人物，
其中一名竟在涉嫌造假论文目录
上出现了7次。由这样的人来领导院
校的科研，配置院校的科研资源，
科研的品质怎能不大打折扣？

如果不是施耐德“多事”，65
篇数学论文涉嫌造假的事很可能
就不会曝光。更严重的是，即便被

曝了光，相关院校和部门也表现
得“无精打采”，要么若无其事懒
得理会，要么借口正在调查敷衍
了事。对学术不端“零容忍”的口
号已经喊了很多年，早在2016年，
教育部就颁布《高等学校预防与
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要求
高等学校对媒体公开报道、其他
学术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主动披
露的涉及本校人员的学术不端
行为，主动进行调查处理。44所高
校65篇数学论文涉嫌造假，无论
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小事，相关
查处必须尽快有一个令人信服
的结果。“零容忍”不来真的，就
是对学术不端的放纵和鼓励。

44所高校65篇数学论文涉嫌造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小事，相关查处必须尽
快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零容忍”不来真的，就是对学术不端的放纵和鼓励。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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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轻纵凉茶中添加西药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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