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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证实：虾头中重金属
含量最高，但极微量

一大早，实验人员就从菜市场购买了

3批次鲜活小龙虾，用蒸馏水清洗之后，挑

出虾尾肉、虾头（虾黄部分），分开放置在实

验器皿中，然后搅拌成碎末取部分放在微

波消解罐中。“这一步的作用，就是通过强

酸所用让样品快速溶解消化，以此分解出

铅、镉、无机砷、甲基汞等重金属元素，方便

后续测验。”

消解结束后，实验人员将样品赶酸，进

一步分离溶液和重金属元素，随后通过仪

器测出不同部位的重金属含量。

实验结果显示，小龙虾的虾尾肉、虾头

均存在或多或少的重金属元素，虾头中的

重金属含量高于虾尾肉，但都远低于国家

标准规定的限量值。以铅含量为例，第一

批次的小龙虾头部含有0.0612毫克每千

克的铅，虾尾肉中含有0.0360毫克每千克

的铅，国家标准是0.5毫克每千克。

“小龙虾吃的东西经过虾鳃才进入身

体，所以头部重金属含量会高于身体。但

这些重金属含量都是极微量的，真要出现

中毒现象，除非极大的量，一天至少吃500

斤以上。”实验人员说，如果想要降低重金

属摄入的风险，可以考虑减少食用虾头。

专家证实：小龙虾是虾不
是虫，喜欢干净水质

而小龙虾之所以能存活在臭水沟等

污染水体中，也是“被逼无奈”。“它本身有

一套很好的排毒减毒机制，环境适应性很

强。”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

学院教授沈立荣告诉记者，小龙虾能把重

金属转移到外壳，然后通过不断蜕皮把毒

素转移出体内，所以可以抵挡臭水沟的侵

害。“其实小龙虾更喜欢干净水质，养殖小

龙虾其中一条要求是池塘选在通风向阳、

环境安静、排灌方便、水质无污染的地

方。”

对于网络传言的“小龙虾是虫子，是为

了消灭尸体，经过基因改造而引进的，外国

人从来不吃”的说法，沈立荣表示这纯属胡

扯。沈立荣介绍，小龙虾是如假包换的淡

水虾类，也称红色沼泽螯虾或克原氏螯虾，

属于属于甲壳纲螯虾科水生动物，最早生

长于北美墨西哥湾。

此外，沈立荣也提醒道，小龙虾易潜伏

细菌、寄生虫，为确保安全，不要生食或半

生食，烹饪时应全部煮熟，温度保持在100

度以上，时间不少于10分钟。市民们在选

购小龙虾时，注意检查虾鳃和虾腹，若虾鳃

呈深色、发黑，虾腹有很多黑泥，说明它的

生存环境很脏，这种是要谨慎购买的。

本报记者 潘旭萍 通讯员 嵇国强

每到小龙虾上市季节，民间就有“虾头重金属含量超标”“小龙虾是虫子不

是虾”“长在臭水沟里吃腐肉”等说法，老百姓在吃的时候不免忧心忡忡。昨日

上午，杭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浙江大学专家开展科普实验，力证小龙虾的“清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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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揭开小龙虾的几大“谣言”，专家做了场实验

一天吃500斤以上才会重金属中毒

新华社 舒静 郑良 宋佳

无需考试、培训，花上千元即可买到各

类“中”字头的“全国大赛”奖状、职业技能

证书。记者近日发现，有人在网络大量销

售证书、奖状，且多涉及一家单位。针对这

一现象，一些地方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全国”“中”字头证书
和奖状网上大量售卖

“欢迎各位老师选购，证书网上可查，

价格亲民。”微信名为“博文科技王老师”的

朋友圈里，频频出现大量奖状、证书的照

片。“优质课件一等奖”荣誉证书、“国家科

技成果证书”等看起来都颇有分量。

记者以中学教师的身份向“王老师”咨

询，被推荐购买了两个“全国大赛”奖项证

书：全国教育发展研究成果大赛获奖证书

和全国中小学创新作品大赛获奖证书。

记者调查发现，网上有不少机构或个人

在售卖这类貌似权威的证书和奖状。深圳

一家名为圳莲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企

业就在开展这类业务。记者通过微信联系，

对方发来一段视频，展示了几十本蓝色封

皮、封面印有国徽的“专业人才技能证书”。

记者在该公司的宣传网页上发现，这

些专业人才技能证书多达466个品类，包

括母婴护理师、小儿推拿师、亲子早教师、

针灸师、正骨整脊师、汽车检测与维修师、

美容保健师、行政总厨、自闭症疗愈师、质

检师等专业类技能证书。

记者查看这些机构发来的证书照片，

发现都与一家名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的机构有关。

“王老师”提供的证书照片，盖有“中国

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和“大赛组委会”公章。圳莲教

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发来的样证

上盖有两个公章，分别为“中国管理科学研

究院学术委员会”和“专业人才技能培训中

心”，工作人员称是“今天刚刚收到的中国

管理科学研究院专业人才技能证书”。

这些证书是真的吗？“王老师”表示，证

书上的章确实是中管院教科所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的，自己所在的四川博文网络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只做中心下发的证，还发来

查询证书编号的“大赛组委会”网站链接。

圳莲公司给记者发来了中管院学术委

员会于今年4月出具的一份“合作证明”，

上边盖着中管院学术委员会的公章，称中

管院学术委员会专业人才技能培训中心与

该公司合作开展专业人才岗位技能项目，

统一颁发“专业人才技能证书”。

对方还发来用以查询证书真伪的二维

码、证书编号、证书查询网站，以及国家事

业单位登记号等信息。记者打开证书查询

网址，输入样证上的姓名、身份证号及证书

编号，显示能够查到该证书。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目前，全国多

地出现以中管院下属机构名义卖证书、奖

状现象，涉案人员众多。

不用培训、参赛，
交钱就能拿证

获得如此“权威”的证书只需交钱。“不

用考试”“不需要提供什么材料”“我们是直

接下证的”……证书卖家均如此表示。

记者表示想要“全国教育发展研究成

果大赛获奖证书”，“王老师”说，费用1200

元，提供题目、获奖类型、教师姓名、申报单

位、获奖时间和等级就可以了。

深圳圳莲公司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

不用考试，只需提供身份证正反面和照片，

交1380元就能拿到培训证书。先付380

元定金，出证后再付尾款即可。

记者问为什么比其他网络卖证的要价

高，该工作人员称：“有很多证书只是挂网的，

给你挂一段时间，短则两三个月，长则一年半

载，后面就不行了。我们是正规授权机构。”

记者调查发现，购买证书的除了个人，

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培训机构。四川一家卖

证公司的负责人称与一些培训机构合作，

他们负责办证，培训机构负责组织培训和

颁发证书。

该负责人表示，培训机构可以开展培

训，也可以直接卖证。证书价格由人数来

决定，市面价一般要1980元，但机构购买

800元就可以，30人以上的话还可以便宜

一些，只要600元。

中管院回应

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

件、证明文件、印章的属于违法行为。

“国家事业单位”“证书含金量很高”是

这些证书、奖状的卖点。那么，所涉及的中

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到底是一家什么单位？

记者查询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网

站发现，中管院登记为国家事业单位，其举

办单位是中国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促进会，

登记住所为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新华大厦

1226室。

记者来到新华大厦发现，12楼是一家

房地产公司。大厦前台人员告诉记者：“这

里从来没有一家叫作中管院的单位。”记者

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中管院办公处。

中管院常务副院长卢继传说，中管院

是自收自支的国家事业单位，下属多个研

究所（中心）收入主要靠咨询培训。他表

示，近年来，有个别内部研究所（中心）搞歪

门邪道，靠卖牌子、卖证书敛财，但也有机

构冒充中管院名义行骗，目前收到群众举

报的有10家左右。

记者向卢继传求证网络买卖的“专业

人才技能证书”的问题，他表示，中管院学

术委员会以自己名义合作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这个确实存在，证书上的章也是中管院

学术委员会的章。不过，深圳这家公司把

证书拿到市场流通，这是不对的。中管院

学术委员会与其有协议，但他们没有严格

按照协议来办。中管院学术委员会在程序

把关上有问题，具体的培训范围和收费标

准都没有到中管院进行备案。目前，项目

已经全部叫停，正在进行检查。

针对公然出售“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

品大赛”和“全国教育发展研究成果大赛”

获奖证书，中管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曾

爱平表示，这两个大赛的确由该所主办，且

“打过报告，是合法合规的”。他表示，中管

院与四川博文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没有

合作关系，但“该公司和我们下面的合作机

构有没有关系，我们还没办法证实”。

花上千元就能买到“全国”“中”字头证书和奖状
谁是“神秘”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