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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免疫力”，别再被流言“套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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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一项研究显示，饥饿可能影响
人们的判断力，令他们更易从当前角度
作决定而不是放眼长远。

敦提大学研究人员召集50人参与
实验，一部分人实验时已经吃过饭，另一
部分人饿着肚子。研究人员让他们选择
是立即得到一个巧克力棒或稍后得到两
个巧克力棒。结果，饿肚子的研究对象
倾向于选择前者。即使愿意等待以便得
到双份巧克力棒，刚吃过饭的研究对象
平均愿意等待35天，而10个小时没吃
饭的研究对象只愿意等3天。

在第二个实验中，研究对象可以选
择立即得到 10 英镑或稍后得到 20 英
镑。结果，吃过饭的研究对象平均愿意
为得到更大数目的钱等待90天，而饿着
肚子的研究对象只愿意等40天。

研究人员本杰明·文森特说，实验显
示饥饿的溢出效应惊人。至于为什么在
截然不同的领域，饥饿均能让人“目光短
浅”，研究人员现在还不清楚。 （敏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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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文

电视剧里常有这样的桥段：女主在寒风
中瑟瑟发抖，一旁的男主默默脱下外套给女
主披上。按道理，女性体脂率比男性更高，为
什么会更怕冷？

冬天，不少女性的手脚像冰棍一样，一碰
透心凉。一项调查显示，女性手脚和耳朵的

平均温度比男性低了1.5℃。难道女生真是
“冷血动物”？不，女性的体核温度实际上略
高于男性。身体要维持更高的体核温度，就
得对冷更敏感，肌肉组织才会开启战栗产热
模式。而大多数女性身体的肌肉比例低于男
性，因此需要更多依赖外界手段保温。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热量从体表散失过
多，肢端的毛细血管会发生收缩，减少那里的

血流量，好让热量集中在内部，优先供应给重
要脏器。而女性为了维持更高内温，只好委
屈下手脚。

激素差异也是女性更怕冷的关键原因：
男性体内的雄激素，如睾酮能够促进肌肉生
长，让他们的基础代谢率更高。一项研究表
明男性的基础代谢率比女性高23%，这意味
着产热更高效。

女性为什么更怕冷？

饥饿让你“目光短浅”

即使没有外界光源刺激，我们有时
也能看见光影，这种叫作光幻视，几乎每
个人都有过或强或弱的体验，俗称“眼冒
金星”。

最常见的光幻视发生在你揉压眼睛
时（压眼闪光），虽然眼皮一直合着，但眼
球在受到机械压力后，眼前开始闪烁光
斑或光圈。这是视网膜受到刺激产生电
信号，在大脑视觉神经中枢激起了“涟
漪”。有时在你睁眼之后，光幻视还会持
续一阵，投在你看到的事物上，但很快就
会消失。

还有一类光幻视出现在你打喷嚏、
剧烈咳嗽、擤鼻涕、脑袋被撞或因低血压
头晕时（比如突然站起身来）。这些情况
可能间接压迫到眼球，或使视网膜血管
暂时缺血，从而刺激到大脑的视觉皮层。

光幻视对于正常人或许没什么意
义，但对于盲人来说却是一道曙光。科
学家已成功利用电极刺激盲人大脑，触
发了他们的光幻视，这将有望帮助盲人
重获视觉。 （胡珍）

“眼冒金星”原理

或助盲人重获视觉

■ 中华科普学会副主委 董晓秋

冬天在家涮火锅，电磁炉
是必需品。但很多人对电磁炉
的使用安全不注意，手机等电
子产品随手放在旁边，殊不知
这其中潜藏着巨大风险。

电磁炉是利用磁场感应涡
流加热原理制成的，它利用电
流通过线圈产生磁场，当磁场
内的磁感线通过铁质锅的底部
时，即产生无数小涡流，使锅本
身自行高速发热，然后加热锅
内的食物。手机放到电磁炉上
后，电磁炉感知到手机里含有
磁铁（一般是扬声器或听筒），
便会自动开启，使手机在瞬间
高温下燃烧爆炸。也就是说，
无论电磁炉是否开机，只要通
电状态下，手机置于上面便会
发生危险。

电磁炉的电磁波不仅作用
于面板上，对上下左右都会有
不同程度影响。因此，除了要
远离电子产品，使用时还应注
意：

1.金属物品不要放在上
面。电磁炉会与金属物品发生
反应，如直接将菜刀放在电磁
炉上就会使菜刀升温，达到相应燃点就
会引发火灾。

2.使用前先清洗检查。长期不用的
电磁炉，再使用时一定要仔细检查、清
洗、擦干。另外，还要检查电源有没有出
现破损，有的话要及时维修。

3.放置在平整桌面上。使用电磁炉
一定要摆放在平整桌面上，以免变形损
坏。另外要防止桌子出现震动而滑落，
发生危险。

4.锅具不要太重。电磁炉的承重能
力是有限的，一般锅具加食物不应超过
5公斤。锅具底部也不能太大或太小，
防止受热不均匀。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富东燕

“吸烟能预防新冠病毒感染”“吃芹菜可降
血压”“‘手机信号增强贴’能增强信号”……这
些曾广泛流传的流言在过去一年让不少人深
信不疑。近日，2020年度“科学”流言求真榜
揭晓，多位专家对这些流言逐一进行了批驳和
解读，并提炼梳理出错误联想、量变质变、成见
效应、断章取义、借“技”卖货、夸大其词等六大
流言套路，引导大家理性质疑，独立思考，以提
高对“科学”流言的免疫力。

“科学”流言求真榜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
会、北京市委网信办共同主办，在成功举办的
7年来共评选并发布辟谣内容636条。

错误联想类年度流言：吸烟能预防
新冠病毒感染

解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
科首席专家 支修益

真相：烟草燃烧产生的成分有两种：一部
分是气体，比如一氧化碳，占比九成以上；另
一部分是固体颗粒，如尼古丁和焦油颗粒，这
些颗粒大小在1微米到2.5微米之间。虽然
不同病毒的大小差异很大，但都属于纳米
级。1微米等于1000纳米，指望用微米计算
的烟草颗粒去阻挡纳米级的病毒，相当于用
纱布去过滤水源，并不现实。

烟草不但不能帮助呼吸道抵御外敌，反
而会对呼吸道造成损伤。研究显示，烟草中
含有七千多种化学物质，其中致癌物有几十
种，它们会干扰肺脏的正常运转、破坏肺脏的
防御体系，引起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癌、肺
气肿、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美国对30万退
伍军人的随访研究结果显示，吸烟者的流感
死亡率远远高于不吸烟者。换句话说，吸烟
不仅会增加呼吸道病毒感染概率，而且会加
重感染后果。

流言套路：面对新生事物，如果不顾常识
进行错误或过度联想，就可能中了流言的圈
套。“吸烟能预防新冠病毒感染”这条流言，就
是一种过度联想。与之类似，“吃大蒜能预防
新冠病毒”“喝高度酒可抵抗新冠病毒”这些
流言，也都是错误联想导致的。

量变质变类年度流言：吃芹菜可以
降血压

解读人：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
工程学院教授 罗云波

真相：科学实验表明，芹菜中含有的芹菜
素可作用于血管内皮，进而舒张血管、降低血
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者曾进行过定
量研究：降低老鼠的血压大概需要0.026克/千
克芹菜素，就是说，1公斤老鼠一次吃0.026克
芹菜素才能降低血压。照此估算，体重60公
斤的人一次要吃1.56克芹菜素才可起作用。

芹菜素在芹菜中的含量是多少呢？不同
品种的芹菜及芹菜的不同部位中，芹菜素的
含量不同，大致在0.003%-0.088%之间；而
且叶子中含量更多，我们常吃的芹菜茎中含
量却较低。即使按照最高含量0.088%计算，
1公斤芹菜含有0.88克芹菜素，要想通过吃
芹菜降血压，首先得学会挑选芹菜素含量最
高的品种，其次要多吃芹菜叶，最后还要一次
吃上1.7公斤以上芹菜，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流言套路：一些流言脱离剂量大谈“毒
性”或影响，在科学上不具备实际意义。“吃芹
菜可降血压”的事实是：体重60公斤的人一
次要吃1.7公斤以上芹菜叶，才可能有降压效
果。此类不科学说法还包括“医院安检仪辐
射非常大，会影响胎儿健康”“喝牛奶会引发
纤维腺瘤”等。

成见效应类年度流言：发现结节要
立即切除，否则会癌变

解读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
医师 梁建伟

真相：结节，通俗来讲是指体积相对较小
的无感觉或有疼痛感的肿块。对于结节不必
过度紧张，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良
性结节一般不需要处理，不过一旦查出结节，
需要随时观察，并到医院就诊，以便判定结节
的良、恶性以及分级。像乳腺结节这样能摸
到的结节，可以自行感知结节的大小和硬度
等变化；四肢和体表等部位的结节，要随时观
察、触摸；肺结节则需要进行专业检查。如果
分不清是不是结节，建议去医院就诊。

需要注意，万不可“无差别切除”结节，因
为切除结节也会对身体造成一定影响，切除
结节后，对患处的局部组织会造成破坏。比
如乳腺结节，切除后可能会破坏乳腺导管；切
除肺结节，可能要切除部分肺叶，从而影响肺
部功能。总之，要不要切除、何时切除结节，
需要医生根据情况进行判定。

流言套路：过分依赖思维定势和刻板印
象，会使人失去理性、客观的判断。现在，很
多人在体检中发现结节后，为避免癌变而选
择“斩草除根”，“发现结节要立即切除，否则
会癌变”这一流言也就随之形成。类似的流
言“体脂率越低越好”“感染幽门螺杆菌一定
会得胃癌”，也是迎合了人们的成见效应，把
问题和解决方案简单化了。

断章取义类年度流言：量子计算机
已经可以取代经典计算机

解读人：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尹
璋琦

真相：2020年12月4日，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的潘建伟、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与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合作，构建了76个光子的量子

计算原型机“九章”，实现了具有实用前景的
“高斯玻色取样”任务的快速求解。该量子计
算系统处理高斯玻色取样的速度比目前最快
的超级计算机快一百万亿倍。

但这一研究突破并不意味着量子计算机
已可完全取代经典计算机。量子计算机只有
在处理能设计出高效量子算法的特定问题
时，才能超过经典计算机。对于没有量子算
法的问题，例如最简单的加减乘除，量子计算
机就没有任何优势。

流言套路：一些流言选取了完整科学结
论中的一部分进行单独加工传播，但可能与
原意大相径庭，如“量子计算机已经可以取代
经典计算机”这条流言。与之相似的“量子计
算机能让时间“倒流”“外星人发来了太空无
线电波”，也是对完整科学结论中的一部分进
行了单独加工传播，它们有的不够严谨，有的
完全是错误解读。

借“技”卖货类年度流言：“手机信
号增强贴”能增强信号

解读人：通信专业博士、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会员 张弛

真相：从材质和结构上看，信号增强贴就
是在一张塑料片上镀了一层铝膜，铝膜上印
有一层类似磁性油墨的材料。而“通过拉长
手机内置天线接收信号的波长，来增强信号
的接收范围”的说法，从原理上是讲不通的。

首先，波长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被“拉长”；
其次，放大任何东西都需要能源，而贴纸属于

“无源天线”，无法为“有效放大信号”提供能
源。而且，由于手机型号及运营商的不同，各手
机信号频率也不尽相同，要实现共振就必须与
相应手机信号的频率相同。因此，一张贴纸即
便能产生某种共振，也不可能符合所有手机频
率，不可能实现商家宣称的“全场景”应用。

不少人认为信号强下载速率就会快一
些，但这不是绝对的。数据下载速率不仅取
决于网络，还取决于输出数据的服务器以及
用户数。因此“贴上信号增强贴能提高下载

速率”是个伪命题。
流言套路：“手机信号增强贴”就是打着

“高科技”旗号传播伪科学的现实例子，这类
产品借科技之名行营销之事，但其禁不起严
谨的科学分析。类似流言还有“用脱糖电饭
锅蒸饭可降低米饭中70%糖分”“‘量子波动
速读’1分钟可阅读10万字”等。

夸大其词类年度流言：输液可以预
防脑中风

解读人：解放军总医院内科临床部主任
医师 吴海云

真相：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定期输
液可以预防脑中风。输液用的一般是活血化
瘀的中药注射剂，或者西药中的扩血管药
物。其作用机理是暂时性扩张血管、降低血
液黏稠度、增加循环血容量、改善脑灌注，这
类药物一般作用时间是6~8小时，不可能永
久疏通血管，预防脑中风。并且，这些药物作
用于血管，等于提前透支了血管的扩张能力，
等真正出现脑梗死等症状需要输液时，往往
会出现药物耐受，导致治疗效果欠佳，甚至错
失真正抢救治疗良机。此外，通过静脉输注
溶栓药物虽然是脑中风急性期的抢救方式，
但有着十分严格的限制条件，比如溶栓距离
发病时间不宜超过4~5个小时、有出血史及
手术外伤病史的患者不能溶栓等。

引发脑中风和再次脑中风的原因有年
龄、遗传、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糖
尿病、高脂血症、烟、酒、肥胖、药物、饮食等因
素，凡是不结合上述致病因素而进行的干预
行为，都难以起到预防作用。单纯用输液预
防脑中风显然是不科学的。

流言套路：有些流言不顾限定条件将科
学结论夸大，以偏概全，极具迷惑性，如“输液
可以预防脑中风”等流言就让许多老年人信
以为真。与之类似的“老年人献血可以降血
脂”“正常人多吸氧可保健”等流言，其论述中
虽有正确的地方，但它们往往夸大其他细节，
这恰恰是流言的狡猾所在。

科技生活生活

科学解惑解惑

科学真伪辨真伪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