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环节存在安全隐患B

产品安全才能保护消费者安全C

小小卡式炉缘何问题多？A

记者采访了解到，卡式炉安全事故
的发生与产品质量、使用环境、操作方
式等都有关系，当前卡式炉这一产品仍
然在多个方面存在安全隐患。

——产品质量把关不严。广东
燃气具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欧
阳健民告诉记者，卡式炉这一产品依
据的标准主要是 GB/T 38522—2020

《户外燃气燃烧器具》，但这一标准是
推荐性国标而非强制性国标，卡式炉
的生产过程监管也不受 CCC 强制认
证或生产许可证制度的约束，因此产
品在质量和安全性能的把关上过于
宽松。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正规厂家的正
规产品相对来说安全性能更高，如一些
产品会配备过热保护装置、过压保护装
置，一旦气罐过热或压力过高，会自动

切断供气，保障使用安全，但小厂产品、
劣质产品或是没有配备安全装置，或是
安全装置无法达到应有性能，关键时起
不到保护作用。

卡式炉所用气罐的质量也直接关
系到使用安全。有从业者表示，卡式炉
气罐要求95%以上是丁烷，但有商家为
了节省成本，以次充好，在罐中混入大
比例丙烷，使卡式炉能承受的气压、温
度更低，更易爆炸。此外，气罐本身所
用材料优劣、接缝处是否牢固等，也都
会影响使用时的安全。

——部门监管存在盲区。记者了
解到，对于卡式炉的监管主要归口于市
场监管部门，一些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
也在积极通过抽检、巡查等方式加强对
卡式炉的监管，但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在
人员配备、检测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短

板。有业内人士表示：“抽查是抽了，但
检测能力不行、检测项目不全，发现不
了企业的问题，难以实现对质量的有效
把控。”

——公众安全意识不足。太原市
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处处长薄涛表
示，相当多数量的安全事故与使用者安
全意识不足、操作不当有关。如使用时
未注意卡式炉周围有遮挡、容易影响散
热；使用有明显变形、有漏气风险的气
罐；不注意气罐使用期限；私自改装炉
具；使用的锅具明显大于炉具等，都容
易引发安全事故。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看到，商家对
卡式炉的展示页面中，多以“安全防爆，
终身质保”“安全保护”“多重防爆”等宣
传语展现产品的安全性，但对具体的使
用注意事项则提醒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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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
历：外出就餐大快朵颐后，不久就觉
得很口渴，总想大口大口喝水。一段
时间以来，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菜里
的味精在作祟。近日记者注意到，有
观点指出“外出吃饭后总是口渴其实
是一顿饭中盐的摄入量大大超标”。
事实究竟如何？记者采访了相关营
养专家。

“应该说外出吃饭后总是口渴本
质上是钠摄入超标。”南京市第一医院
副主任营养医师戴春告诉记者，当人
体内摄入的钠浓度升高之后，大脑为
了维持电解质的平衡，才会发出口渴
的“信号”，提醒你多喝水。

而事实上，“钠”并不只是在食盐
里有，它悄然潜入了我们饮食的每个
环节，以各种形式存在于我们的食物
中。味精、酱油、蚝油、豆瓣酱、剁椒酱
等都含有不少钠。比方说，一些食材
在下锅之前需要提前腌制，此时盐、酱
油、鸡精已经暗藏食材之中，钠含量悄
然上升。而在烹饪时，大厨们又会“大
手一挥”，加入多种增加“色香味”的调
料，如此“层层加码”，就导致虽然美味
但钠摄入量轻松超标。

再比方说，腊肉、香肠、咸鸭蛋等，
为保证口感和延长保质期在制作过程
中通常也会加入大量的盐。面包、挂
面、方便面等，在发酵过程中为了达到
弹性筋道的口感，制作时会加入不少
盐，每100克挂面的含盐量可达3克。

吃咸了多喝点水不就行了吗？戴
春主任提醒，“美味陷阱”让人们在不
知不觉中就摄入了过量的钠，其实健
康隐患也随之而来。“钠离子长期过高
摄入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从而导致血压升高。”与此同时专家指
出，由于水分、电解质需要经过肾脏代
谢，长期的高盐饮食无疑也加重了肾
脏的负荷。

值得一提的是，高盐饮食还会增
加患胃癌的风险。记者了解到，全球
多项前瞻性的队列研究表明，相对于
低食盐摄入人群，中高食盐摄入人群
会将胃癌发生的风险，增加 20%到
25%。“高钠饮食会导致我们的胃黏膜
受损，加重胃炎，因此成为胃癌的重要
危险因素。”

戴春主任表示，一方面建议大家
减少外出就餐，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家
自己动手做菜，也要注意各种“隐形
盐”。“购买食品、调味料的时候记得看
看营养标签，上面都会要求标有钠的
含量，尽量选择一些低钠的食物。”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
议，成人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约
为一个啤酒瓶盖的量。“如果在做菜过
程中放了酱油或者酱料，要记得去替
换盐的。”戴春主任提醒，正常5毫升
的酱油等于1克盐，如果使用了酱油，
就需等量替换掉食盐，尽量避免钠摄
入超标。

据《扬子晚报》

外出吃饭后
为什么总感觉口渴？

受访人士表示，随着卡式炉在日常
生活场景中的使用日益普及，对此类产
品的安全监管也亟待加强。需进一步
完善技术标准体系，特别是推进强制性
国标的制定和出台，推动卡式炉产品纳
入 CCC 认证或生产许可证管理范围，
从源头把控好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

“只有产品足够安全，才有消费者
的安全。”叶静表示，相关部门应当加强
执法检查，打击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
违法违规行为，提升检测能力，让监管
更精准、更有效。

浙江一家卡式炉生产企业负责人

表示，针对产品的安全痛点，企业也在
加大研发力度，不断改进卡式炉的设计
和生产。“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企业会
更愿意投入研发，做出更安全的产品。”
上述负责人说。

欧阳健民提醒，卡式炉的设计和制
造均按户外产品的要求进行，而家庭餐
桌、餐厅等室内场所对燃具有更高的要
求，如必须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等，因此
卡式炉的使用场所应仅限于户外，对此
也应当加大宣传，让更多公众知晓。

薄涛等受访人士提醒，消费者要
从正规渠道、正规商家处购买产品，注

意查看产品标识信息，要选择装有过
压保护装置的产品，定期检查过压保
护装置能否正常使用；使用时要仔细
阅读说明书、警示信息等，检查气罐是
否在有效期内，并且没有损坏或泄漏；
不能将罐体倾斜、倒置，不能私自拆卸
改造燃具；使用时要远离其他热源和
易燃物。

“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大锅小灶’。”
薄涛表示，锅具的底盘如果大于炉体，
会使热量通过锅具传递到气罐处，导致
罐内温度上升引发爆炸。

新华社太原5月8日电

卡式炉有哪些安全短板亟待补足？
近年来，随着“户外风”劲吹，卡式炉因其便携、易用等特点成为户外烧烤、露营的热门装备，被称为户外

“神器”。但与卡式炉相关的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卡式炉有哪些安全短板亟待补足？该如何安全使用？
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五一”假期期间，北京的陈先生
与邻居两家人在野外烧烤时，所用卡
式炉突然爆炸，导致 7 人不同程度受
伤，其中严重的住院治疗。据当事人
描述，爆炸瞬间毫无征兆，小小气罐威
力巨大，炉具刚购入一个月，仅第二次
使用。

卡式炉，又称便携式丁烷气炉，是
一种以灌装丁烷气为主要燃气、用火进
行直接加热的非固定烹饪厨具。浙江
省燃气具和厨具厨电行业协会秘书长
叶静介绍：“前些年卡式炉主要应用于
餐饮行业，方便对火锅、干锅等食物进
行持续加热，但近年来，随着户外活动

的兴起，卡式炉快速进入家庭场景，越
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购买卡式炉用于
户外烧烤、煮食。”

记者登录某电商平台看到，卡式炉
产品在“野餐用品热卖榜”等榜单上名
列前茅，品牌主推产品普遍销量过万，
最畅销的一款产品销量超过 20 万，不
同品牌卡式炉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
不等，气罐价格在10元上下，商家多以

“露营野餐必备”“烧烤火锅”“户外便
携”等为卖点。

在卡式炉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同时，
相关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今年4月6
日，河北石家庄一女子在户外露营烧

烤，卡式炉突然发生爆炸，桌上食物及
锅具被炸飞，所幸人员没有受伤。今年
2月25日，河南一烤肠摊位所用卡式炉
发生爆炸，没有人员伤亡。2024 年 12
月 10 日，周黑鸭创始人周富裕发视频
称，自己在户外用卡式炉烧水时，遇到
爆炸被炸伤。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看到，仅2025
年以来，就有多位消费者反映卡式炉安
全问题，包括漏气、多次起火、瓶身变
形，以及卡式炉爆炸导致家人头部手部
被炸伤等。电商平台部分商品评价中，
也不乏消费者反映遭遇卡式炉质量问
题，有网友称产品爆炸伤人。

很可能不是味精作祟，而是
盐的摄入量大大超标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获悉，该所卢静研究员带
领的中澳研究团队首次在苏格兰以外
地区发现了约4亿年前的古椎鱼化石，
将这一早期脊椎动物的年代记录提前
了约1000万年，并通过CT扫描与三维
重建全面还原了古椎鱼的脑颅结构，为
破解古椎鱼身世之谜提供了关键证据。

相关研究成果近日以封面文章形
式在学术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

该期刊同期评述指出：“这项工作不仅
解答了困扰古生物学界上百年的谜团，
也为理解早期脊椎动物的多样性与演
化提供了全新视角。”

古椎鱼是一种体长只有几厘米的
小型鱼类，身体呈鳗形，自1890年起已
有数千件标本集中发现于苏格兰地区，
这些标本显示的古椎鱼骨骼特征与其
他鱼类均相去甚远。从无颌的盲鳗到
肉鳍鱼类的幼体，古椎鱼在一百多年时

间内被不同研究者归入过几乎每一个
鱼类门类，至今仍无定论，它一直被视
为“最神秘的早期脊椎动物”之一。

此次发现的古椎鱼化石位于澳大
利亚昆士兰州乔治娜盆地，地层年代约
为距今4亿年的早泥盆世埃姆斯期，研
究团队将其命名为“南方古椎鱼”。与
其共生的还有无颌类、有颌盾皮鱼、早
期鲨鱼、棘鱼类及多种硬骨鱼类。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一张脑部CT

揭开4亿年前古椎鱼的身世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