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安全饮食一点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安全饮食一点通>>

13位ISBN编号：9787506742160

10位ISBN编号：7506742160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作者：朱恩俊

页数：19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安全饮食一点通>>

内容概要

　　《安全饮食一点通》全面系统地介绍日常饮食中最容易出现的各类食品安全问题，许多知识点是
当前比较热门的话题和大众关注的焦点。
并为广大消费者提供鉴别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法，很多方法均来自生活实践，无须借助专用工具或设备
，简便易行，行之有效，为您的身体健康再筑一道防线！
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日常饮食中，如何杜绝食品安全隐患，让您和您的家人吃得更安
全、更放心，做到合理饮食、健康饮食、科学饮食是《安全饮食一点通》的编写宗旨。
不仅如此，《安全饮食一点通》内容还含有很多健康饮食的新观念，反映了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科研成
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
《安全饮食一点通》可供广大群众和餐饮业、企事业、医疗卫生、学校、幼儿园、养老院等单位作为
日常饮食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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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07 浓茶解酒是错误认识 每逢节日、假期，亲戚朋友聚会时难免“喝高”，人们习惯喝浓茶解酒
。
消化内科专家指出，“浓茶解酒”是一种错误认识，酒醉之后喝浓茶非但不能解酒，反而对身体有害
。
　　酒精进入消化道后会直接损伤胃黏膜，因此过量饮酒会导致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甚至发生胃
出血。
而浓茶对胃黏膜具有刺激性，会诱发胃酸分泌，因此，喝浓茶对酒精损伤胃黏膜起着“推波助澜”的
作用。
此外，酒精使血液流动加快、血管扩张，心跳加速，而茶中的茶碱同样具有兴奋心脏的作用，所以喝
醉之后又喝浓茶，可谓“双管齐下”加重心脏负担。
　　香蕉具有清热、滑肠、解毒的功效，其实是解酒的佳品。
醉酒之后生吃几根香蕉，可以解酒止渴；用香蕉根煎水服用，可缓解酒后头痛。
如果是吃火锅等食物时醉酒，还可以把香蕉压碎后加温水和糖服用，或者用香蕉皮煎水并加糖服用，
这样可以解渴并消除胃热。
此外，食用梨、橙、苹果和荸荠等水果，均有冲淡血液中酒精浓度、加速解酒的功效。
　　108 10种人要思饮药酒　　药酒最适合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虚弱体质，补充体力，避免老化，并
可提高新陈代谢。
所以最适合半健康状态，而且又想增强免疫力的人饮用。
　　但是由于药酒是用酒精浸泡而成，所以有些人就不适合饮用，如病情严重、发烧、或功能亢奋的
状态都应避免，其中包括患有出血洼疾病、发炎、呼吸器官疾病、支气管炎、肝炎、溃疡、肺结核、
口腔炎、高血压、各种癌病等10种人都不宜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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