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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盐篇

盐情说爱：一包盐里的温暖与惊骇

被“碘”耽误的人生

9 月 27 日，来不及歇上

一口气， 61 岁张登朝从田

里回来，便急匆匆地钻进了

灶房。山村黑得早，他要赶

着为 71 岁的姐姐张登霞做

饭。

 一碗蔬菜，一碗咸菜，

一碗白饭，就是姐弟俩的

晚餐。张登朝三两口扒拉

完，便盯着姐姐看 ：“不敢

煮 太 多， 她 不 知 道 饱 饿，

不抢走她的碗和筷子就停

不下来。”

 这里是常德市石门县

西北山区的麻纳峪村。乍

看上去，这个离县城 80 多

公里的小山村像一个遗世

独立的世外桃源。但石门

县盐业公司工作人员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这个

村子是湖南能够接触到碘

缺乏病群体的最后一个村

落。

“2015 年， 湖 南 省 疾

村庄缺碘之痛

张登朝生活的麻 纳峪

村就吃了缺碘的苦。

20 世纪 70 年代，麻纳

峪村共 800 多口人，出现

了四五十例智力低下、脖子

肿大、丧失劳动力的碘缺

乏病患者，麻纳峪村当时

也被当地人称为“傻子村”。

父母去世之后，张登朝

便承担起照料患碘缺乏病

姐姐张登霞的责任。这位

朴实的老农终生未婚，一

辈子守着姐姐。

“姐姐从小就得病了。”

张登朝说，姐姐二十多岁

时出现了脖子肿大的症状，

“医生来看了才晓得是‘大

脖子病’”，后来通过食用

加碘盐，姐姐的脖子慢慢

恢复 正常，但智力低、不

能说话等症状却一直没好。

“照顾好姐姐，其没想

那么多，想多了脑壳痛！”

张登朝往锅里舀了一瓢水，

开始洗碗，并扭过头叮嘱

站在晒坪里的姐姐：“莫乱

跑啊！”

张登霞并不是麻 纳峪

村的个例。

相比张登霞而言，麻纳

峪村的另一位碘缺乏病人

李林南的境况相对好一点。

“打我记事起，姐姐就

反应迟钝，不能说话，耳

补碘过量？
“重口味”的湖南人要学会“U”型补碘

缺碘现象明显改善，那么，每天

都吃碘盐，“重口味”的湖南人会不

会补碘过量呢？在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的调查中，的确就有不少年轻妈妈

害怕孩子补碘过量，从而生出想要购

买“无碘盐”的想法。

“根据今年全省的尿碘监测情况

来看，碘营养水平处于适宜水平，不

存在补碘过量情况。”李正祥告诉记

者，目前，湖南省疾控中心每年都会

对全省碘盐进行监测，每隔三年还会

对碘缺乏病进行检测，同时通过尿

碘检测反映居民身体内碘营养水平。

而国家也会根据数据及时调整碘盐

浓度。2012 年，盐碘含量由原来的

35 毫克 / 千克调整为 30 毫克 / 千克。

另外，国家还将碘盐浓度划分为三个

标准（每公斤盐里加 20 毫克、每公

斤盐里加 25 毫克、每公斤盐里加 30

毫克），供各省根据特定情况自行选

择，“就湖南而言，缺碘地区还不少，

比如慈利县、新晃县、石门县等，我

们就选择了最高的标准。”

国家级营养保健专家、湖南省胸

科医院院长唐细良给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算了一笔账：正常成人每天比较

适宜的碘摄入量是 150 微克，每人每

天摄入 1000 微克以下都是安全的。

通过食盐加碘摄入量保持在 150-300

微克，可以保证所有人群的碘摄入

量处于安全范围。如果按我国碘盐

浓度的平均值 25 毫 克 / 千克计 算，

吃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每日摄入

150-300 微克碘，大约是 6-12 克盐。

而 6 克盐正好是 5 月 13 日发布的《中

国居民膳食指南》的盐的推荐摄入量，

12 克差不多就是我国居民的平均盐

摄入量。因此，中国人对碘的摄入量

基本是符合安全标准的。

“重口味的湖南人虽说‘盐值’较

高，但考虑到碘在烹饪过程中的部分

损失，碘的摄入量不至于超安全值。”

唐细良认为，食盐过量首先不该担心

碘过量，而是应该担心心血管疾病的

出现以及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

值得提醒的是，每人每日食用加

碘盐 6 克即可保证碘营养处在适宜水

平，不需要再额外补碘，特别是不要

盲目地服用含碘的保健品，尤其针对

碘需求量较大的孕妇和儿童，碘摄入

量过多同样会对健康产生副作用。

“一方面，孕妇儿童受到‘补碘过

量’的误导，排斥碘盐，造成自身碘

营养缺乏，这可能会影响体内胎儿的

脑发育；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家长盲

目给孩子补碘，造成碘过量。”长沙

市疾控中心 2015 年上半年采集 1890

名儿童和 900 名孕妇的尿样进行尿

碘检测，调查结果显示：8-10 岁儿

童为处于“适宜碘摄入”状态；孕妇

处于“碘摄入不足”状态，比例高达

60.67%。

 记者了解到，在湖南省儿童医院

内分泌科门诊里，每天至少近 80 名

患儿看诊，其中不乏甲状腺疾病患儿。

　　“碘缺乏的孩子不多，盲目补碘

成了问题。”湖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

科主任彭湘云告诉记者，普通居民应

学会“U”型补碘，不能少更不能过量，

按照食盐标准科学补碘就够了，不要

给孩子额外加碘。另外，生活在高碘

地区的居民和甲状腺疾病患者，更要

遵医嘱少食或不食用碘盐。

朵也听不清。”李林南的

妹妹李卫 玉说，“ 姐 姐今

年 66 岁了，我出嫁，患

病的姐 姐也成 为了我的

‘嫁妆’。现在，我的两

个 孩 子 都 在 外 面 打 工，

家 里 经 济 条 件 还 不 错。

但姐姐的病，终究是治不

好了。

麻纳峪村的碘缺乏病

群体大多数为女性，因

家人的悉心照顾，她们得

以平安步入古稀之年。日

子长了，张登朝与李卫玉

倒很豁达。“后来才知道

是缺 碘造成的，如果晚

生几年那就不会得咯，没

办法的事情。”李卫玉说。   

在石门县西北山区流

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一

代甲，二代傻，三代四代

断 根 芽。”20 世 纪 60 年

代初期，石门就开始组织

防治碘缺乏病，而自国家

开始供应碘盐以来，1995

年到 1999 年，石门县盐

务局一直 免费为 该村供

应加碘盐。

“食用加碘盐 后，这

种病就没再发 生。70 年

代以后出生的人，也没有

人患这种病。”麻纳峪村

所在的所接乡卫生院副院

长刘辉告诉记者，当时，

不少碘缺乏病人因为生活

无法自理而早逝。而现在，

村子里的碘缺乏病人还有

十多人，他们大部分都住

上了政府建的安居房，基

本生活有了保障。 

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对全省

122 个县（市、区）按照《碘

缺乏病消除评价内容及判

定标准》，针对碘缺乏病

防治工作进行了考评。”湖

南省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地方病寄生虫病预防控制

科主任医师李正祥告诉记

者，从考评结果可见，目

前湖南省内大部分地区是

不缺 碘的， 这与 20 世 纪

80 年 代开始提 倡的科学

食盐补碘政策有很大的关

系。人体对碘可谓“如饥

似渴”，吃进肚子里大约 1

小时就基本吸收，3 小时

就几乎完全吸收了。

“ 碘 是 智力 元 素， 脑

的发育 离不开碘。”李正

祥说，碘的生理功能相对

单一，主要是参与甲状腺

激素的合成，而甲状腺激

素具有增强新陈代谢（比

如维持人体正常体温、调

节人体血 脂等）、促 进生

长发育尤其是脑发育的作

用。据统计，碘缺乏病区

的儿 童中 5％ -15％有 轻

度智力低下，6.6％的人患

地方性克汀病（呆傻症）。

但从大局上分析，湖

南仍属于碘缺乏地区。李

正祥说，与沿海地区人们

爱吃海产品的习惯不同，

湖南人仅通过食物获取的

碘量远远不足，因此加碘

食盐成为人体补碘的重要

来 源。 自 1996 年 加 碘 盐

进入我省每家每户的盐罐

子，至 2000 年，湖南基本

消除了碘缺乏病，并维持

至今。

不过，人体的碘储备

能力十分有限，多余的碘

每天通过尿液排出体外，

因此每天都需要补碘，一

旦停补，碘缺乏病就会“死

灰复燃”。

如何鉴别真假盐
湖南销售的食用盐均为“雪天”牌，工业盐与食用盐在外观和口感上没有太大

差别，真假食用盐可通过外包装上多个细节进行鉴别。

防伪标签
12色防伪条码上

方有防伪标签，

可通过微信扫描

二维码，输入 20

位防伪码最后4

位进行验证，辨

别真伪。
封口线

真盐使用机械化

分装加工，包装封口

线有明显的线性凹凸

纹，假盐一般使用手

工分装加工，封口

线凹凸纹呈颗粒

状。真盐封口线

的边缘呈波浪

形，假盐包装袋

采用普通切割方

法，封口线边缘一

般较为平滑。

12 色防伪条码
食用盐包装背

后左侧下方有 12

色防伪条码，真盐

条码上的12个色

彩条宽度和间隔很

均衡，上下边缘比

较齐整，而假盐的

彩条宽度和间隔不

均衡，上下不齐整。 其它防伪查询
1、 拨 打免 费电话
4008947315， 根 据
语音提示输入 20 位
防伪码查询真伪；
2、发送 20 位防伪码
到13549649055，短
信查询真伪；
3、登录湖南轻工盐
业集团官网，输入
20 位防伪码查询真
伪。

TIPS:

弟弟张登朝终生未婚，承担起了照顾患碘缺乏病的姐姐
的责任。（摄影 / 蔡勇）

（上接 A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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