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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爷赏饭吃老天爷赏饭吃””的泰国香米的泰国香米

泰国除了旅游业发达，农业也是支柱产业，
尤其是大米，每年大概能创造2000多亿泰铢的
产值。泰国商务部1月31日表示，2022年，泰国
出口大米769万吨，同比增长22.2%，超越越南，
再次成为世界第二大大米出口国，仅次于印度。

农业是靠天吃饭的行业，气候和环境会极
大影响水稻产量。位于中南半岛的泰国，处于
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保持在24摄氏
度至30摄氏度，年降雨量可达1227毫米。西
南季风从每年 5 月持续到 10 月，东北季风从
10月活跃至来年2月。

温暖潮湿的空气，通过季风流向泰国大部
地区，使之常年降雨充沛，非常适合水稻种植，
属于妥妥的“老天爷赏饭吃”，泰国也被称为

“亚洲大米碗”。湄南河是泰国的主要水系，堪
称泰国的母亲河，是农业的重要灌溉水源。以
湄南河流域和呵叻高原为中心，构成了泰国的
主要水稻种植区。

不过，大米不等同于香米，泰国香米，尤其
是茉莉香米，其种植条件很苛刻。泰国大米主
要分为4个产区，香米只有在中部产区才广泛
种植。“每年泰国香米的产量只有300万吨左
右。”泰国商业部外贸厅负责人曾介绍，这其
中，每年只有约30万吨出口到中国，其中正宗
的茉莉香米就更少了。

泰国香米只有在原产地才能表现出最好
的品质。因为那里具有特殊的生长条件，尤其
是香稻扬花期间，凉爽的气候，明媚的日光，及
水稻灌浆期间土壤中渐渐降低的湿度，对香味
产生及积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很多国家，你或许只能在湿地公园看到
白鹭。然而在纯正的泰国茉莉香米的稻田里，
随处可见白鹭繁衍生息，与稻米、农民一起，勾
画出一幅充满生命活力的画卷。

茉莉香米有严格的认定标准茉莉香米有严格的认定标准

泰国贸易部规定，只有含量不低于92%的
“Hom Mali 105”（茉莉花米）及“RD15”（香米
15）这两个品种的大米，才可冠名“泰国茉莉香
米”。掺杂其他大米超过8%，或除了这两种大
米外的任何其他品种大米，都不可称为“泰国
茉莉香米”。

其他标准还包括：完整无损的整米粒平均
长度不小于7毫米，平均宽度不小于3毫米；破
损率不超过4.5%；潮湿度不超过14%等。

泰国商务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只有在泰
国种植出的茉莉香米，才是真正的泰国香米，
即使是引进这种大米的种子，在别的地方种
植，也不能称为“泰国香米”。

所以，购买泰国香米，最好选购从泰国原
包装进口的产品，并认准其外包装上的5个标
志：1。标明泰国原产“Product of Thailand”；
2。条形码以885开头；3。注明纯度在92%以
上；4。要有泰国茉莉香米官方注册标志，即绿
色圆形底盘上有金色谷粒和稻穗；5。印有“五
洲检验（泰国）有限公司”等字样。如果是分包
装的泰国茉莉香米，外包装一般印有“QS”标
志，商标条形码以“69”开头。

泰国香米的泰国香米的““香香””为何独一无二为何独一无二

泰国香米销量好，离不开它的“香”。1945
年，泰国东部春武里府的一位农民发现了
KDML香稻品种，泰语意为白色茉莉花，1959
年，正式定名为泰国茉莉香米，后来成为泰国
主要的种植品种之一。

2007年，泰国农业大学从香米水稻品种中，
发现了一种叫乙酰基吡咯啉（2-AP）的化合物。
尽管稻米的香味由200多种不稳定的化合物形
成，但是，2-AP是这种香味形成的主要成分。

2-AP的香味类似于香露蔸树叶。东南亚
一些土著居民，常常在普通大米中，掺入香露
蔸树叶一起烹煮，从而产生类似香米的味道。

大米基因组由约5000个基因组成。有科

学家发现，香米之所以“香”，是因为发生了基
因突变。在它的基因图谱中，有8个基因处于

“停工”状态。泰国科学家目前正在研究，是否
可以将其他大米中相同位置的8个基因“人工
破坏”，使其处于“停工”状态，从而达到改造普
通大米为香米的目的。

大米的风味，与种植环境也有很大关系，
比如光照条件、土壤类型、地理环境、栽培方式
等。泰国天气凉爽，阳光明媚，在水稻灌浆时，
土壤温度会慢慢下降，昼夜温差大，2-AP的含
量更高，香味更浓郁。

泰国香米和我国的五常香米，含有多种同
类化合物，香气成分有一定的一致性。据测
定，在泰国香米中，共检出91种香气成分，而
在我国的五常大米中，也检出68种香气成分，
所以五常大米也是很香的。

市场上不少市场上不少““泰国香米泰国香米””玩文字游戏玩文字游戏

在我国，大米和香精，本不该混合到一
起。《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不允许以掩
盖食品本身或加工过程中的质量缺陷，不应以
掺杂、掺假、伪造为目的而使用食品添加剂。

2010 年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香精使用原
则》规定，大米、纯乳等25种食品，不得添加食
用香料、香精。不过，泰国香米相对于普通米
较高的售价，是不法商家造假的重要原因之
一。事实上，除了此次央视“3·15”晚会曝光的
香精勾兑造假外，之前就有媒体曝光，不法商
贩还有很多造假方式。

我国进口泰国香米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
是小包装原装进口，国内市场直接销售；其二
是进口大包装香米，分装后销售。对于“分装
米”而言，不法商贩就有了可乘之机。

据报道，市场上给泰国香米“注水”的方式
主要有3种：一种是在分装过程中造假；一种
是用国产长粒米直接冒充泰国香米；第三种方
式就是直接造假，将食用香精喷洒到白米上，
使白米散发出浓郁的香味，冒充香米。

业内人士称，添加香精的黑心企业毕竟是
少数，市场上常见的“泰国香米”，不少在跟我
们玩文字游戏。比如，有商家出售泰国出产的
普通大米，说它是泰国香米；有商家引进泰国

香米，在国内种植后销售，也叫它泰国香米；有
的商家卖泰国香米的杂交后代，还叫它泰国香
米，反正只要长得比较像，都敢叫“泰国香米”。

其实其实，，我国也有很多好吃的香米我国也有很多好吃的香米

数据显示，仅在粤港澳大湾区，每年都要
进口1000亿元以上的泰国香米等高端米。不
少人表示不解：既然泰国香米这么受欢迎，为
何不引进我国大面积种植？

业内人士称，我国虽然可以引进泰国水稻
种植，但是，却种不出最好的品质。换句话说，
只有在当地环境下，才能种植出泰国香米的风
味。如果引进我国种植，温度、湿度、日照等生
长因素都不一样，即便能收获，口感也不一
样。另外，我国是人口大国，以种植亩产量较
高的杂交稻为主，而泰国水稻亩产只有300—
500斤，产量太低，没有大面积引种的必要。

再说，中国的香米质量一点也不差。中国
水稻种植面积在世界产稻国中位居第二，却是世
界第一大稻谷生产国和消费国，我国约60%的人
以稻米为主食，水稻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据史料记载，我国西汉时期已有香米种
植，唐代武则天时期，香米就被列为贡米。如
今，国内好吃的香米有不少，比如黑龙江五常
大米、广西古辣香米、湖南常德香米、四川仪陇
大山香米、广东三饶香米、陕西洋县香米、河南
息县香米、重庆三星香米等。

大家熟知的五常大米，更是被誉为“大米
中的爱马仕”。五常大米的主要产区在五常
市，也是全国水稻五强县之一，被誉为“水稻王
国”。灌溉水源为龙凤山水和拉林河水，其水
中矿物质及微量元素丰富，可谓“好水浇良田，
良田产精米”。

如今，为了让国产香米更香、产量更高，科
学家也在努力。华南农业大学唐湘如教授团
队，研究出“香稻增香关键技术”，解决了我国
香稻香气不如泰国香米浓的问题；还解决了在
同一地区，使用同一香稻品种连续种植时，香
气明显下降且产量不高等技术难题。目前，唐
湘如团队的技术成果已在广东、广西等省累计
推广5000多万亩，增收近140亿元。

本报综合消息

缺乏测评标准、自立测评标准、测
评标准前后不一致；夸大宣传、虚假测
评、测评产品与实物不符、做商业性广
告……

中国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中消协）
发布的《“第三方测评”对消费者权益影响
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93.1%
的“第三方测评”涉嫌存在测评标准类问
题，其中缺乏测评标准的主观性测评多。

此外，《报告》还显示，55.7%的“第三
方测评”涉嫌存在商测一体、以商养测类
的模式，难保公正性；37.2%的消费者反映
通过观看“第三方测评”所购买的商品出
现过质量问题；35.7%的“第三方测评”存
在涉嫌虚假测评类问题。

准入门槛低准入门槛低，，相关账号众多相关账号众多

所谓“第三方测评”，通常是指未取得
国家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及CNAS（中国合
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组织或者
个人，宣称通过自身测评或引用对比专业
检测结果、分析调研数据、表达主观使用
感受等方式对商品的质量、功能、设计、成
分、服务、性价比等方面进行横向或纵向
比较，并将结果主要通过自媒体以图文、
视频或直播的形式进行发布推广，为消费
者提供购买参考。

北京市中闻律师所律师李斌指出，
“第三方测评”具有非官方性特征，但其测
评的结果客观上会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
客观公正科学的测评结果有助于实现消
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权
益。反之，则可能误导消费者，损害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不客观、不公正以
及不科学的测评结果还会损害经营者商
业信誉，破坏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指出，当前，市场
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

准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
商养测的现象屡见不鲜。少数“第三方测
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判断，
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为此，近日，中消协对抖音、小红书、
快手、B站、西瓜视频等12个互联网平台
共计350家“第三方测评”账号进行了体验
式调查。调查发现，整个“第三方测评”市
场处于发展前期阶段，准入门槛低，市场
参与主体呈现零散特征，具备法人背景的
账号仅占比23.4%。

缺乏测评标准缺乏测评标准、、虚假测评等问题频现虚假测评等问题频现

此次体验式调查发现，一些“第三方
测评”存在缺乏测评标准、自立测评标准、
测评标准前后不一致等问题。

例如，抖音平台账号“小红花测评”在
2022年11月测试一款“喵小侠奶片”商品
时表示，其他奶片含有植脂末和食用香精
不能放心给孩子食用。在展示该产品配
料表后，以自身的品尝体验得出该奶片的
香味最为浓郁（测过8款中最好的一款）。
然而，奶片中含有植脂末和食用香精并不
能完全代表产品有问题、不能食用，没有
植脂末和食用香精也不能代表产品就绝
对放心。测评过程存在以偏概全、主观性
较强、缺乏有效测评标准的现象。

此次调查还发现，有的测评账号夸大
宣传。例如，小红书平台账号“喵哒哒哒
哒”在视频作品中对两款护肤产品进行夸
大宣传，使用绝对性词语对产品进行相关
描述。视频作品中提到“用一次就能瞬间
提亮”以及“效果最快、最猛”。存在夸大
产品功效，虚假宣传的现象。

有的测评账号涉嫌虚假测评，存在不
正当竞争嫌疑。例如，B站平台账号“金汇
智”在测评艾琳素颜霜时，表示提亮效果
有限、味道刺鼻、留痕、瘙痒。经查询，该

商品在淘宝、京东及小红书博主正面评论
居多，多数商品消费者反馈中未出现博主
所说的情况，考虑到其他“第三方测评”博
主的正向评价，判断该测评作品存在一定
的不正当竞争嫌疑。

还有很多测评账号涉嫌做商业性广
告。例如，B站平台账号“德文来啦”以打
假为主，测评方法为主观使用体验，在实
际使用中对比产品功效是否和宣传一
致。但其在2022年11月5日、6日、8日分
别测评料理机、地板清洁液、语音声控灯
三款产品，对测试结果表现较好的商品设
置电商平台跳转链接。

建议设置准入门槛建议设置准入门槛，，加大监管力度加大监管力度

针对“第三方测评”存在的问题，李斌
认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应协
同发力。应明确规定从事“第三方测评”
的准入条件，设置基本准入门槛并制定合
理的申请审批机制，针对从事商业行为的
测评账号进行统一备案管理，强化对测评
人员的审核，推进实名制认证，商品信息
认证，使测评者和商品信息有源可溯，营
造良好的“第三方测评”环境；夯实“第三
方测评”主体责任，做到“谁测评、谁负
责”；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建立消费
投诉的“绿色通道”。

中消协则建议，平台方需进行账号身
份认证，强化问题账号审核。如对测评类
账号进行身份认证，设置“第三方测评”标
签，通过账号标签向消费者进行正面推广，
针对未持有相关标签的“第三方测评”账
号进行限流或屏蔽。加强对平台内的测
评账号建立作品审核、信用投诉、宣传带
货管理以及账号粉丝管理等多重监管机
制，以保障消费者不被误导。建立“健康
账号管理体系”，为测评账号管理提供科
学有效的数据管理指标。 本报综合消息

真正的泰国香米到底香在哪儿

““第三方测评第三方测评””能信吗能信吗？？

今年央视“3·15”晚会的第一弹，射向了“香精大米”：淮南市寿县永良米业宣称的
两款泰国香米均为假冒，原本是安徽本地大米，加了香精后，摇身一变，成了来自泰国
的“香米”。很多消费者震惊之余也表示不解：泰国香米好在哪儿？本地大米难道不香
吗？为什么非得假冒别人家的大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