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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科 五一期间（4月21日-5月10日）治疗费用优惠30% 专家
热线

是丁酸还是硫化氢尚待查明
记者查阅相关“脚臭盐”新闻，发现

最早出现在2017年3月16日《平顶山晚
报》。4月30日，记者和《平顶山晚报》取
得联系。据称，当时他们采访了河南省
平顶山神鹰盐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负
责人，厂家对这种脚臭味，解释是盐里含
有丁酸，对人体肠胃属有益，厂家在生产
时没有去除掉岩盐中的丁酸。此外在报
道刊发后，当地盐务职能部门也未明确
表态，丁酸是否应当被剔除掉。

一位从事盐业生产的行业人士表
示，盐有“海盐”、“岩盐”之分。井矿盐
大多采取钻井水溶开采法的工艺，通过
钻井注水溶矿盐制取出卤水，在这过程
中遇到岩石断层中渗漏出的硫化氢气
体溶入卤水后，如果处理卤水工艺过程
中操作不到位，极易将原生硫化氢带进
真空制盐过程。“硫化氢就是有腐蛋臭
味的无色气体，在食盐制成品中含有的

‘脚臭味’，就来源于它。”
据了解，硫化氢是具有刺激性和窒

息性的无色气体，低浓度接触仅有呼吸
道及眼的局部刺激作用，高浓度时全身
作用较明显，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症状
和窒息症状。硫化氢具有“臭蛋样”气
味，但极高浓度很快引起嗅觉疲劳而不
觉其味。“脚臭盐”中到底是什么，还有待
权威部门的检测。

根据国内媒体报道，近期，河南平顶
山、安徽阜阳、山东泰安莱芜、江苏海门、
甘肃天水、江西新余等地都出现了“脚臭
盐”……他们的生产厂家均为河南省平
顶山神鹰盐业有限责任公司。“脚臭盐”
包括该公司生产的400克装“代盐人”牌
加碘深井岩盐、500克装“宇鹰”牌加碘
深井岩盐、400克装“四季九珍”牌加碘
食盐。此外，生产厂家为河南中盐皓龙
的精制食用盐、精纯盐也被曝有脚臭味。

而据记者了解，经江西省盐业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站检测，“脚臭”盐为不合
格食盐。检验结果显示，在“感官”这一
体验项目中，“代盐人”深井岩盐和由中
盐皓龙盐化有限公司生产的“中盐”精制
食用盐所检项目感官要求不符合GB/
T5461-2016食用盐（精制盐）标准的要
求，该样品不合格。

甘肃：“脚臭盐”中含亚硝酸盐
据了解，日前，甘肃省盐务局天水分

局执法人员在对盐业市场进行检查时，
查处了一批同样来自于河南省平顶山神
鹰盐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不合格食盐。

武山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将“宇鹰”牌
食盐取样送往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
构江苏省南京盐业质量监督检测站检
验。该检测站出具检验报告显示，送检
的该批次盐产品含有毒、有害成分亚硝
酸盐。

一国有银行福建省分行发文要求全
体员工学习《违规行为处理办法》，全省
一万多名员工被要求手工抄写3遍，5月
10日前上交。记者了解到，该行《违规
行为处理办法》一共有154条37120字，
抄三遍得抄11万多字。

4月28日，记者前往该银行福建省
分行核实，多名员工证实，确实有此通
知。一名接近领导的员工告诉记者，连
食堂员工和全体司机也要抄写。记者从

一名员工那看到一份发给各网点、部门
负责人的通知，发现《处理办法》由该银
行总行颁发，福建省分行以规章的形式
下发全省，要求组织全体员工学习，手工
抄写3遍并签字，于5月10日前上交，以
便上级检查。而在淘宝上已有明码标价

“代抄”业务，一遍为3000元。一名员工
告诉记者，前几天的价格便宜些，抄3遍
为1000元，随着上交期限临近，所以涨
价了。 据澎湃新闻

近4万字规章 银行让员工抄3遍

西安市近日新建学生安全通行信号
灯，让红绿灯也能“听话”。

在西安市曲江南湖小学门前，西安
交警新建的一套“学生人性化优先安全
过街系统”日前投入使用。这套系统设施
由两组信号灯、两组控制器、两组语音提

示柱以及四组隔离护栏组成，只有在学生
上学、放学时集合完毕后，由老师刷卡来
启动，引领学生安全通过人行横道。该系
统还具有延时功能，可根据人流量来延长
通行时间，将在西安市幼儿园、中小学门
前条件适合的地方推广。 央广

“听话”红绿灯 老师刷卡学生通行

？？
据新华社电 五一节，劳动者的节日。与此

同时，一种“机器人劳动者”正日益引发社会关
注。

工信部官网显示：浙江率先推进机器换人，
计划自2013年起5年间，每年实施5000个机器
换人项目，实现5000亿元机器换人投资。浙江省
经信委副主任凌云称该项目至2015年已累计减
少普通劳动工人近200万人；安徽正抓紧推进

“‘机器换人’十百千工程”；广东、山东等地则都
在自身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大力推动“机器
换人”，已有不少人工岗位被机器人劳动力替代。

业内专家称，当前我国机器人制造技术日趋
成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改革需要、用工成本
高以及用工难等因素，共同推动各界对机器人劳
动力的期待。

在深圳雷柏科技的生产车间，生产线的主角
不是一排排工人，而是一列列灵活翻转的机械手
臂。通过研发智能自动化体系，雷柏科技直接生
产员工数量从十多年前高峰期的3200多人，减
少到现在的800多人，每年节约大量费用支出。

据悉，从2005年开始，雷柏遭遇“用工荒”，
人力成本上涨。2011年，雷柏一口气购买了75
台工业机器人，人力成本骤降。“以键盘组装为
例。现在一条生产线上，5名工人通过管理机器
人就可以完成之前100人的工作量。”雷柏机器
人运营管理部经理刘慈平说。

根据广东东莞市经信局的数据，2014年9月
至2016年10月，东莞“机器换人”专项资金项目
申报共1485个，预计可减少8.7万工人。

在山东，兖州煤业下属的兖州东方机电有限
公司炉具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个个方方正正
的小机器人背着材料穿越车间，准确奔向焊接工
位。它们停靠后，搬运机器人自动抓取材料，交
给下一个流程的焊接机器人。

兖州东方机电公司技术质量中心主任谭光
韧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在炉具生产的关键环节
使用了3台ADV智能移动机器人、一台库卡搬运
机器人和5台焊接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可以自动
对接上一个工序的完成品、下一个工序空位，能
替代大约50人的劳动。谭光韧说，公司计划下一
步在年产10万台炉具生产线上实现全自动化，上
下料、组对、焊接、喷涂等工作全部交给机器人完
成，“操作的人工将从400人减到100人左右。”

机器人大大降低了企业人工成本。总部位
于浙江绍兴的三力士公司，在投入建设“无人车
间”后，仅人工成本就节省了1000多万元，占当
年公司净利润的7%左右。

促转型、用工荒等因素助推“机器换人”遍地开花

记者了解到，当前“机器换人”所涉范围，已
不局限于工业制造业，一些服务领域的人工岗位
也开始被机器人劳动者悄然替代。

小i机器人创始人、董事长袁辉告诉记者，2015
年，中国建设银行把客服机器人用于呼叫中心，当年
就取代了大量员工。“还有很多银行、运营商、电商甚
至地方政府都在开始运用机器人。”袁辉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智慧制造研究院院长王
田苗认为，机器人技术将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
服务领域，以及智能汽车、无人机等方面。

山东临沂申通业务总监吴礼华介绍，为提高

效率及避免暴力分拣，目前，临沂申通配备了320
台智能分拣机器人，每小时可以处理1.8万个5公
斤以内的包裹，准确率基本达到100％。同等工
作量所需人工由150人降为30人，削减岗位达
80%之多。

江苏常州火凤凰永动型消防灭火机器人公
司推出了一款名为“火凤凰”的耐高温消防机器
人。公司总经理任曲波介绍，这款机器人除了耐
高温，还可以进行毒气探测，能代替消防员进入
高危火场、爆炸、有毒环境，执行关闭阀门等任
务，降低事故现场的二次爆炸概率。

现存哪些工作“饭碗”更可能被机器人“抢”？

多数专家业者认为，虽然机器人对人工岗位
造成一定影响，但完全没有必要过度紧张。

供职于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的王亚
敏告诉记者，虽然自己的工作一度被机器人替换
掉了，但通过2个月的培训，她已经重新上岗，从
普工晋升成为技术员学员，甚至还加了薪。公司
总经理助理罗卫强说，尽管大力推进“机器换
人”，但是大部分员工都可以在公司内部得到消
化，经过转岗培训后重新上岗。

“人类发明机器人的目的最早是代替人，然

后发展到服务人，将来是扩展人。”华中科技大学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丁汉院士说，“目前，工
业机器人大多在一些结构化的环境当中工作，在
线传感能力都比较差。服务机器人目前还只能
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至于特种机器人，都是需
要通过人工遥控操作完成特定工作。”

长泰机器人CEO杨漾和天津大学机械工程
学院院长王树新都认为，未来机器人可能从操
作、视觉和语音方面模仿人类，替代人工，但一定
只是更多地服务人类。

“服务机器人目前还只能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

国内多地现“脚臭盐”
该盐存在异味，当加热或手搓后，会散发出浓烈

的臭脚味；多地职能部门已要求该品牌食盐下架

近日全国多个省市，出现了一款由
河南省平顶山神鹰盐业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商标名为“代盐人”的深井岩盐
（加碘）。该盐存在异味，当加热或用手
搓后，会散发出浓烈的臭脚味。多地职
能部门已要求该品牌食盐下架。

4月30日，据一名男性读者反映，
一周前他在陕西西安雁翔路附近的
立客购物广场也买到了同品牌食
盐。4月30日，记者前往该超市发现，
这种盐仍在销售。记者购买了一袋
打开后，能够闻到一股淡淡的臭味，
当用手反复搓后，臭味特别刺鼻。该
超市负责人说，这些盐是经销商送货
过来的，超市方面也不知道这盐有什
么问题。 据华商报

““脚臭盐脚臭盐””

多地推进“机器换人”

“机器人劳动者”
将如何影响未来就业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