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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哀牢山爆火，大量游客涌入。
这个国庆假期，云南哀牢山因一位视频

博主独自进山收集颜料的视频而一夜爆红，
哀牢山被戏称为现实版的“云南虫谷”。不少

“好奇心满满”的游客纷纷选择在国庆假期来
到这神秘、“小众”的地区一探究竟。当地相
关部门已发布安全提示，别贸然前往未知地
带，未开发区域不要深入，擅闯者将面临最高
5000元罚款。哀牢山到底是座什么山，为何
如此“神秘”？哀牢山哪些区域可以参观？哪
些区域不可擅闯？

哀牢山为何突然爆火哀牢山为何突然爆火
有人进去过一次 没人敢去第二次

云南哀牢山在这个国庆假期突然走红，源
于颜料师博主“山取画材”（现已更名为“山取”）
发布的一则视频。博主独自前往哀牢山深处寻
找碎矿石时，拍下视频记录自己的行程。

北京游客张先生9月30日在大理旅游时
刷到“山取”的视频，10月1日他就驱车来到了
玉溪市新平县戛洒镇附近的哀牢山景区游
玩。3日和4日，张先生又根据“山取”的视频，
独自寻访来到了视频中的那处水潭。这里并
不在景区内，中途他看到有禁止前行的路牌，
但仍然冒险前行，最终找到了那处水潭，还遇
到了一些当地钓友前来钓鱼。张先生表示，水
潭处已经没有手机信号，气温很低要穿棉服，
雾气很大而且来得很突然，“前一分钟还好好
的，后一分钟突然就被大雾笼罩。”

王先生是玉溪本地人，但以前从没进过
哀牢山深处。今年国庆假期，看到哀牢山这
么火热，刚好他的同事中有人家住哀牢山附
近，于是几人组织一支小分队，于10月5日进
山。山里面的树荫挡住了阳光，行走困难，途
中还遇到了不明动物的脚印和粪便，这更让
他们胆战心惊，后来他们提前返回了。“进去
过一次没人敢去第二次，在周边都很害怕。”

云南哀牢山云南哀牢山：：
严禁擅自进入保护区 违者最高罚5000元

无论是“山取”颜料师还是游客张先生、
王先生，闯入未开发的哀牢山里都是十分危
险的。

10月6日，哀牢山自然保护区楚雄管护
局和双柏县管护分局连续发布三条消息，提
醒公众禁止进入自然保护区开展各类未经批
准的人为活动。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
雄州辖区未开展参观、旅游活动项目，严禁擅
自进入保护区开展各种徒步、健行、拓展运
动、登山、探险、穿越、露营等活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第三十四条，擅自移动或者破坏自然保护区
界标的及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或者在自
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理机构管理的，由自然
保护区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不
同情节处以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州
辖区访客须知》提到，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
自进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州
辖区。保护区内原住居民和自然保护区管理
人员除外。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
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
先向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管护
局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楚雄州林业和
草原局批准。

世界可以是旷野，但对大自然应该有足
够的敬畏之心。安全大于天，云南哀牢山景
区发出的安全提示，应该成为每位游客的行
为“红线”。

现实版现实版““云南虫谷云南虫谷””
山外围有多处景区 这个假期纳客5万人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官方网站发布的信
息显示，哀牢山脉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
脉和云贵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结合部，是云
贵高原温润气候的天然屏障。哀牢山自西北
向东南纵贯云南省中部，全长约500公里，也
是云南省东西两半部气候的分界线。

哀牢山形成于中生代燕山运动时期至第
四纪喜马拉雅运动时期，地面大规模抬升，河
流急剧下切，形成深度切割的山地地貌。由
于山体相对高差大，气候垂直分布明显，从山
麓至山顶依次为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
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气候。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哀牢山保护区晋

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哀牢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以下简称“哀牢山保护区”）位于哀牢
山脉中段和北段，地跨云南 3 州（市）6 县
（市），即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楚雄市、双柏县、
南华县，普洱市的景东彝族自治县、镇沅彝族
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和玉溪市的新平彝族傣
族自治县。总面积67700公顷。

这里保存了世界同纬度面积最大、人为
干扰最少、最完整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
叶林生态系统。有高大乔木参天，有低矮灌
木遮地，有苔藓蕨草遍附树枝与根底，还有横
生的藤萝枝蔓随处缠绕攀爬。当地百姓称其
为“死亡森林”，网友也称其为现实版“云南虫
谷”（热门小说《鬼吹灯》中的地名）。

目前，哀牢山外围部分已有多处区域作
为景区开放，比如哀牢山茶马古道长约8公
里有“马踏石穿”“千家寨”“炼铁炉”等遗址，
沿线还开发建设了南恩瀑布、大平掌战斗遗
址、云海日出、石门峡、燕子崖瀑布、大磨岩
峰、大雪锅山等景点。

10月7日，据新平文旅介绍，哀牢山新平
区域根据不同管理级别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和县级自然保护区两类，两类保护区有明确
分界线，二者区域内又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
实验区三种。新平哀牢山石门峡景区、茶马古
道景区、金山原始森林景区均位于县级自然保
护区实验区范围内，属人员可进入区域，游客
只要服从景区管理要求，其旅行安全完全可以
得到保障。每年哀牢山景区及周边景点接待
游客50余万人，今年国庆期间哀牢山景区景
点共接待游客5万余人，同比增长15%。

其他尚未开放的哀牢山深处地带，多为原
始森林。当地提醒，不要贸然前往哀牢山未开
放区域：哀牢山腹地山高林密，一些山坡坡度
达到70度，坡度较大且多悬崖峭壁，无可供正
常通行的道路。在哀牢山，哪怕是专业的地质
工作人员，640米的路也要走3个小时以上。

此外，原始森林中野生动物多，常有熊、
豹、毒蛇等出没。这里常出现暴雨、暴雪、冰雹
等恶劣天气。雨雾天气下，浓雾密闭的森林晚
上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碳，人长时间在山林中行
走，可能因为缺氧失去意识，进而失温。

网上有某帖子中提到“哀牢山经过测量存
在着大地磁场强度异常的现象，导致指南针失

灵增加了迷路的风险”，不少网友评论称“难怪
哀牢山会如此神秘，原来是因为有不一样的磁
场”，但也有网友怀疑“这种说法是炒作”。

有专家表示，一些地方确实存在地磁异
常的情况，主要是由于这些区域露出带磁性
矿物的地层或岩石造成的。这种情况比较常
见，并不神秘。而哀牢山刚好有大片露出的
玄武岩部分，地磁较强的区域可能出现指南
针失灵的情况，导致人们迷失方向。

曾发生失联案例曾发生失联案例
当地民众提醒 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

2021年11月，4名地质调查人员进入云
南省哀牢山腹地镇沅县至新平县区域，执行
国家年度森林资源调查专项任务，于11月14
日16时失联。4人系低温所致心源性休克死
亡，排除中毒、机械性损伤死亡。另据公安、
地质、气象、环境、通信、林业、山地救援等领
域专家联合现场勘查，认为4人殉职原因主
要是：长时间爬山导致体力消耗过大，事发区
域出现瞬时大风、气温骤降等造成人体失温。

来自长沙的岳麓蓝天救援队队长谭章，
2021年11月曾进入哀牢山深处，参与对上述
4名失联人员的搜救。10月6日，谭章介绍，
当时他们一行多名专业人士，带齐了冲锋衣、
羽绒服、卫星电话、帐篷等装备，还带够四天
的饮食，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才敢进山。

“这些装备一样不能少。山里面气温低，
保暖衣服必不可少；手机没有信号，卫星电话
也必须得有；山里面找到食物的可能性很小，
只能吃自己带的。”谭章说，即使这样，他们一
路上也很注意标记路线，以便能原路返回。

小李家住哀牢山景区旁的戛洒镇耀南
村，这里是哀牢山的外围地带，22岁的他在此
出生长大。他说，村里的一些老人捡菌子或
采药材时，会往哀牢山深处走，他们经验丰富
不会迷路，也会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而小
李自己从未进过深山里，“里面树木和各种植
被很密，容易迷失方向，听说还有熊等大型野
生动物。大家对自然都要有基本的敬畏之
心，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 本报综合消息

最近，一款主打“纯手工”的零食“蜡瓶
糖”在互联网上火了。据卖家介绍，“蜡瓶
糖”是指用食品级蜂蜡包裹麦芽糖浆、白砂
糖、食用色素、食用香料等制作的一种糖，颜
色鲜艳、造型多样。食用方法类似口香糖，
不能吞咽，但可以反复咀嚼。从消费群体
看，以青少年居多，在不少短视频平台，出镜
带货的也是青少年。

然而，多家权威机构都通过官方渠道提
醒：不要买、不要吃“蜡瓶糖”，因为其中很多
属于“三无”产品，原料不可靠，部分产品经
检测发现含有多环芳烃这一致癌风险物。

这已经不是网红零食第一次被曝出存
在食品安全风险。上海辟谣平台调查发现，
除了“蜡瓶糖”，在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的
网红零食中，很多都打出“纯手工”“零添加”
等旗号，包括糖果、饼干、果干、泡菜等。宣
传时，商家无不表示，因为“纯手工”“零添
加”，所以美味又安全，特别适合儿童和孕
妇。这是真的吗？

显然是假的。
“纯手工”不具备生产资质

在线上平台，打出“纯手工”“零添加”旗
号的食品以加工农产品、糖果、饼干等居
多。不同类型产品背后，生产加工者的资质
相差甚大。

其中，加工农产品中，有一部分来自农
业加工园、农业科技公司、农业生产合作社
等。从消费者实际收到的产品看，这类产品
包装虽然简朴，但生产企业/合作社、地址、
日期等信息基本齐全。再比照商家的营业
执照等信息，总体一致。相对而言，可靠性
高一些。

但是，在糖果、饼干类“纯手工”“零添
加”产品中，问题不少。消费者收到的产品
采用的是通用包装，没有任何生产信息。一
言以蔽之，就是“三无”产品。

进一步调查发现，部分打着“纯手工”
“零添加”旗号的商家，压根不具备食品生产

资质。记者随机选择了两家主打“纯手工”
饼干零食的商家调查，客服分别表示，自家
的产品来自扬州和徐州。但查看店铺资质
发现，它们的营业执照注册地分别在济南和
青岛，而且经营范围只包括预包装食品销
售，不含食品生产。

需要注意的是，记者调查的还是在电商
平台上“有证可查”的商家，消费者能够查阅
它们的营业执照等信息。但就“纯手工”食
品而言，还有很多卖家通过朋友圈、聊天群、
网络论坛等招揽客户，看似“口口相传”，可
背后由谁生产、由谁经营，更加无法求证。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注册营养师顾中
一指出，相关产品没有生产地址、生产许可
证、生产日期，意味着可能来自没有监督抽
查、没有产品标准，以及从业者既无健康证，
也未经过专业培训的小作坊。产品的原料
采购渠道和质量、生产卫生条件、包装材料、
运输条件都无法控制。这样的产品打出“更
安全、更放心”的旗号，消费者还能相信吗？

“零添加”水分很大
除了食品生产者本身可疑外，“零添加”

的说法也存在水分。
一方面，相关原料仅限页面和客服介

绍，消费者无法求证。很多商家在介绍产品
时，强调“下单后才制作”“没有任何添加
剂”，有的还罗列出使用的原料。可对那些
销售“三无”产品的商家来说，由于生产过程
缺乏监管，所以生产者是否使用了相关原
料，有没有使用添加剂等，消费者无从得
知。加上相关生产者的制作水平和生产环
境参差不齐，所谓的“纯手工”“零添加”反而
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

另一方面，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拒绝食
品添加剂也不理性。以防腐剂为例，最常见
的有苯甲酸（钠）和山梨酸（钾），它们都是国
家标准明确规定可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
对应的使用方法和剂量标准。根据标准添
加，并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相反，在缺乏

监管的情况下，生产者究竟是否使用了添加
剂，以及使用了哪种添加剂，都有不确定性，
反而更令人担忧。”

“网红”层出不穷，谁来把关？
近年来，随着媒体曝光，包括“蜡瓶糖”

“农科院研发产品”等在内的不少网红零食
已经翻车。但在线上平台，仍旧能找到它们
的身影，直播带货者也有不少。这些仍在经
营的商家，难道卖的是证照齐全的产品？

答案仍是否定的。
记者发现，普通消费者想查询线上商家

的经营资质，并不容易。
有的平台虽然提供查询服务，但查询入

口很难寻找，需要先点击商家头像，进入资
质证照栏，再按照页面提示完成验证后，才
显示商家证照。在此过程中，系统还经常报
错。还有的平台压根就没有商家资质查询
入口，“商家是谁”得靠消费者向商家咨询。
而且，无论是平台公示的证照还是商家告知
的证照，平台并不负责查验，均为商家自行
告知。

由此可见，“网红零食”屡被曝光却层出
不穷，与平台疏于审核不无关系。

根据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电商平
台、直播间等网络第三方平台必须确保所售
食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保障消费者权
益。其中，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
更是明确指出，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应
当建立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审查登记、食品
安全自查等制度，确保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
履行食品安全义务，对网络食品安全信息的
真实性负责。

可从调查看，问题多多的“纯手工”“零
添加”食品畅行网络，与线上平台的监管缺
位不无关系。可见，在呼吁监管部门加大对

“网红食品”生产者加强监管的同时，也有必
要督促线上平台履行食品安全职责，自查自
纠，而不是只顾着制造及推广“网红食品”。

本报综合消息

别把“禁区”当“景区”

爆火的哀牢山到底是座什么山

“蜡瓶糖”检测发现含致癌风险物““纯手工零添加纯手工零添加””网红网红零食又翻车零食又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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