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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线下走访多家银行了解到，当
前多家银行已停止无卡自助扫码存款业务，但
仍可无卡自助扫码取款。对此，多位银行工作
人员称，为了防范诈骗风险，此前已停止无卡
自助扫码存款业务。

“以前 ATM 机上有无卡自助扫码存款功
能，后来因为防范诈骗风险就关了。”兴业银行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该行 ATM 机有刷脸
取款功能以备应急，无卡亦可存取款，取款单
日限额2500元。

4月8日，招商银行ATM机仍同时有刷脸
取款、扫码存取款功能，中国银行ATM机有扫
码取款功能没有自助扫码存款服务。不过，记
者向招商银行工作人员核实，该行已于 4 月 9
日起停止ATM机自助扫码存款服务。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银
行收缩无卡存取款业务，主要是为了更好防范
风险，保障客户资产安全。无卡存取款业务的
收缩，在一定程度上给适应采用无卡存取款业
务办理的客户带来不便，但也有助于保障其资
金财产安全。

探访探访
多家银行停止无卡自助扫码存款业务

无卡自助存款功能包含自助扫码存款、手
机银行预约存款、刷脸存取款等。

记者探访发现多家银行ATM机无法无卡
自助扫码存款，部分银行的 ATM 机具备刷脸
存款功能，持卡人也可以携带身份证前往银行
柜台办理无卡存款业务。

中国银行工作人员称，无卡没法在 ATM
机上自助存款，但可以通过手机银行在柜台办
理存取款业务，存款无限额，取款限额5万元。
北京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表示，无卡在 ATM 机
上无法自助存款，携带身份证可在柜台办理存
款业务。

兴业银行工作人员亦表示，无卡可出示身
份证、提供银行卡号在柜台办理存款业务。此
外，兴业银行ATM机有刷脸存取功能，持卡人
本人提供身份证号或预留手机号，即可刷脸存
款。刷脸存取款有限额，仅为持卡人应急准备。

邮储银行部分ATM机也有刷脸存取款功
能，持卡人开通手机银行，即可刷脸存取款，或持
卡人带身份证前往柜台也可办理存款业务。

对于无卡自助扫码存款功能调整的原因，
兴业银行、邮储银行工作人员均表示，ATM机
无卡自助扫码存款功能此前存在，为防范诈骗
风险，现在已经停止。北京农商银行工作人员
也表示，为了防范诈骗等风险，该行ATM机已
没有无卡存款功能。

银行无卡自助存款业务虽普遍停止，无卡
扫码取款仍可实现。记者了解到，在多家银行
ATM机上仍有扫码取款功能，但取款有限额，
兴业银行ATM机刷脸取款日限额2500元，招
商银行ATM机刷脸取款日限额3000元，民生
银行ATM机扫码取款单笔限额3000元。

影响影响
超50家银行收紧无卡存取款业务

“影响不大，很少自助存款，偶尔自助存
款，带个卡也挺方便的。”“每次存款都会带
卡。”多名用户向记者表示，银行停止ATM 机
扫码存款服务对自己影响不大。不过，也有用
户称，平时几乎不存款，存款还得找卡，有扫码
功能更方便。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以来，已有超50家银
行收紧无卡存取款业务，调整范围包括预约取
款、扫码取款、无卡取现等。4月2日，招商银行
发布通知称，该行于 2025 年 4 月 9 日起停止
ATM 扫码存款服务，后续客户可持该行银行
卡，通过该行 ATM 或前往该行营业网点办理
存款业务。

去年，工商银行就曾宣布，该行个人手机
银行无卡取现功能于2024年4月17日起暂停
服务，客户可通过 ATM 机手机银行扫码取现
功能提取现金，或在该行 ATM 机插卡提取现
金。随后，交通银行也于2024年5月24日起停
止个人手机银行中无卡取款功能中的预约取
款服务。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余丰慧认为，从银行
业务模式的角度来看，收紧无卡存取款业务加
速了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这不仅提高
了服务效率，还降低了运营成本。同时，这也
要求银行在提升用户体验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比如优化在线服务平台、增强客户教育等，以
确保用户能够顺利过渡到新的服务模式。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广州市荔湾区一名
15岁男孩在家做实验引发事故
一事备受关注。目前，孩子双
眼受伤严重、手部截肢，后续还
需要进行植皮等多项手术。

记者注意到，目前在各大电
商平台可以很容易地买到全套

“初高中化学实验器材”，社交平
台上也不乏一些自媒体博主推
荐各类在家就能做的科学实
验。对此，法律专家建议，学生
和家长不要擅自购买化学用品
居家实验，在无专业教师指导和
专业实验环境下，不仅存在安全
隐患还可能涉及法律风险。

初高中化学实验套装电商
平台热销

记者搜索各大电商平台发
现，针对初高中学生的化学实
验箱均可轻易购买到，有店家
打着“针对中考研发”“科研”的
旗号，一个套装价值在三百元
到六百元不等。

在客服提供的套装清单
中，不仅包括各种规格的试管、
玻璃滴管等基本实验用具，还
包括酒精灯、集气瓶、启普发生
器等可能发生燃烧、高热反应
等的用具，而启普发生器可以
通过化学反应取得氢气，而氢
气具有易燃性。此外，硫酸铁、
石墨、磷酸二氢钾、硫酸镁、还
原铁粉、石英砂、二氧化锰、碳

酸钙、变色硅胶这些化学用品
都涵盖在套装内，消费者可以
依据对方提供的《化学实验手
册》自行实验。

此类实验器材在电商平台
上销量不错，有的套装显示全
网热销超过 3 万+，在评论区，
不少网友晒出孩子在家里做实
验的视频和照片场景，购买原
因大都与初中化学学科的学习
相关。

就实验的安全问题，记者
随机询问几家售卖中学实验器
材网店的客服，其均表示该器
材属于实验教具，但学生可以
在家里操作，并未做安全提醒。

购化学仪器须遵守法律法
规和安全规范

记者注意到，《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已经明确了危
险化学品的范畴，针对买卖化
学仪器是否触犯法律的问题，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公益法律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
长、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公
益法律中心执行主任李恩泽认
为，化学玻璃仪器作为实验工
具或生产设备，在科研、教学、
工业生产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
用，购买化学玻璃仪器本身并
不直接构成犯法行为，然而，是
否犯法取决于购买和使用这些
仪器的具体情境和目的，以及

非法用途产生的后果。
“如果购买化学玻璃仪器是

为了合法的科研、教学、工业生
产或其他正当用途，并且在使用
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安
全规范，这种行为是合法的。但
如果制造毒品、进行危险化学实
验而危及公共安全等，则可能触
刑。”李恩泽表示，如果利用这些
仪器进行的活动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危害公共
安全、制造毒品罪等的相关规
定，购买和使用这些仪器的行为
就可能构成犯法。

此外，李恩泽认为，即使购

买行为本身合法，但如果在使
用过程中因违反安全规范或操
作不当导致严重后果，如火灾、
爆炸等，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同时，某些特定
的化学玻璃仪器可能属于特殊
设备或受管制的物品，其购买
和使用可能受到相关法律法规
的严格监管。

李恩泽表示，如果销售给
未成年人，商家须保证产品质
量，家长要履行监护义务，避免
给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家庭
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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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则“水果高糖刺客”的消息登
上了社交平台热搜榜。很多人意外发现，
很多吃起来不甜甚至很酸的水果，含糖量
竟然远超那些口感偏甜的水果。

其实，“吃起来不甜，含糖量不高”是人
们对水果的误解之一。虽然水果一直以健
康的形象出现，但错误的食用方式反而不
利于健康。

误区一误区一：：酸的水果含糖量不高酸的水果含糖量不高

很多人觉得，水果味道越甜，含糖量越
高。殊不知，水果的口感不仅取决于含糖
量，还与有机酸、单宁等成分的含量相关。
很多“高糖刺客”水果的有机酸或单宁含量
偏高，带来了酸、涩的味道，从而掩盖了高
含糖量。

比如，山楂口感偏酸，很多人认为它含
糖量低。事实上，山楂的含糖量超过25%，
不仅远超葡萄、苹果，甚至超过荔枝，每10
颗山楂的含糖量大约相当于 5.5 块方糖。
这是因为山楂含有大量苹果酸、柠檬酸等
有机酸，它们掩盖了糖的甜味。

还有一些不甜的水果也是“高糖刺
客”。

比如，口感脆爽、甜度适中的新鲜冬
枣，含糖量在 30%左右，是水果界含糖量

“佼佼者”。日常生活中，许多人会因为冬
枣不那么甜而不知不觉吃了很多，从而摄

入过多糖分。

误区二误区二：：糖尿病患者不能吃水果糖尿病患者不能吃水果

在传统认知里，糖尿病患者与水果无
缘，尤其是“高糖刺客”登上热搜后，很多糖
尿病患者更对水果敬而远之。

其实，以上观点过于片面。水果甜度
除了与含糖量、有机酸含量相关外，还与糖
的种类有关。

简单来说，水果中的糖包括葡萄糖、果
糖、蔗糖、淀粉。糖的种类不同，升糖指数
也不同。比如，果糖的甜度高于葡萄糖，但
对血糖的影响相对较小。苹果、梨、樱桃、
草莓、葡萄等水果的果糖含量较高，所以吃
起来甜，但升糖速度相对较慢。

对于要控制血糖的消费者来说，选择
水果时，不能仅依据口感或含糖量，还要参
考升糖指数（GI）和血糖负荷（GL）。

GI 是指食物中 50 克碳水化合物对血
糖的影响。不同食物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不
同，因此对血糖的影响也各异。GI小于等
于 55，属于低 GI 食物；大于 55、小于等于
70，属于中 GI 食物；大于 70，属于高 GI 食
物。

GL结合了食物的GI值和食物中实际
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能更全面地衡
量食物对血糖的影响。GL的计算公式是

“GL＝GI×食物中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克

数/100”。一般来说，GL不超过10，为低血
糖负荷食物；大于等于 10、小于等于 20 为
中血糖负荷食物；超过20，是高血糖负荷食
物。

就糖尿病患者而言，不是只能吃低GI
水果，不能吃高GI水果，而是要看GL值，
应尽量让GL不超过10。最简单的方式是
通过控制食用量来降低GL。例如，如果只
吃50克香蕉，GL就能降到5左右，对血糖
的影响会大大降低。

误区三误区三：：多吃水果能减肥多吃水果能减肥

“想减肥，吃水果”也是常见的误区。
许多人认为，用水果代替正餐可以降

低热量摄入，还能补充维生素、矿物质、果
胶等对人体有益的成分，从而实现健康减
肥。然而，水果所含的糖分虽然赋予了它
们良好的口感，可也会让食用者在不知不
觉中摄入过多，其实际热量可能比直接摄
入蔗糖还高。还有一些水果的脂肪含量本
来就比较高，包括椰肉、牛油果等。用这类
水果替代正餐减肥，多半事与愿违。

在社交平台，各种果蔬汁虽被标榜为
“减肥神器”，但它们同样不利于减肥。

一方面，榨汁导致果蔬中的健康成分
大幅减少。水果和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对维
持肠道正常功能、降低胆固醇吸收、延缓血
糖上升等都有重要作用。但榨汁后，果蔬
中的膳食纤维、维生素C等营养素都会大
量损失，糖分却被基本保留。缺少了膳食
纤维的“缓冲”，果蔬汁的升糖速度将更快，
不利于糖尿病患者以及需要控制体重的人
群。

另一方面，果蔬汁往往会导致人们摄
入更多的水果。以橙汁为例，一杯 500 毫
升的橙汁至少要使用3只200克左右的橙
子，总GL超过28。正常情况下，人们不会
一口气吃那么多只橙子，食用橙汁反而在
不知不觉中摄入过多糖分。

此外，不建议饭后马上吃水果。饭后
胃内充满了食物，此时再吃水果，会使食物
在胃内停留时间延长，引起腹胀、腹痛等消
化不良症状。对糖尿病患者来说，更可能
导致血糖快速上升，不利于血糖的平稳控
制。 本报综合消息

多家银行叫停无卡扫码存款业务
吃起来很酸的水果竟然是“高糖刺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