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经常运动
可防治动脉硬化

发表在最近出版的《美国
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上的一
项研究称，接受更多母乳喂养
的早产儿在一岁时心脏功能增
强，其值接近健康足月婴儿的
值。这是研究人员对80名早
产儿进行了研究后得出的结
论。

这项研究表明，出生后头
几个月纯母乳喂养与出生后最
初几周摄入更高配方奶粉的早
产儿相比，接受大量母乳的早
产儿，其左心和右心的功能和
结构更强，肺压更低，一岁时右
心对压力的反应增强。研究还
发现，那些用母乳喂养的人，他
们的心脏功能恢复到了与健康
足月婴儿相当的水平，而喂养
配方奶粉的早产儿并没有显示
出这种恢复。

（曹淑芬）

母乳喂养可增强
早产儿心脏功能

来自芬兰的一项新研究
显示，较高水平的适度和剧
烈的身体活动可以抑制儿
童时期已经出现的动脉硬
化。

动脉硬化是心血管疾病
风险增加的最初迹象之一，
这项研究对 245 名 6～8 岁
儿童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研
究。研究人员发现，中度和
剧烈运动水平高的儿童动
脉最健康，但久坐或轻度运
动没有发现类似的关联。

该项研究表明，适度和剧
烈的身体活动水平的提高与
更有弹性的动脉和更好的扩
张能力有关。不过，研究还
发现，适度和剧烈的体育活
动对动脉健康的积极影响部
分是由于它们对身体成分的
积极影响。

（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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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花粉过敏，吃水果要当心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项丹平

量子护肤品、量子面膜、量子保湿喷雾、量
子美容仪、量子保健品……近年来，许多打着

“量子”旗号的美容护肤品和保健品层出不穷
并十分热销，特别是许多女性朋友为了健康和
美丽，更愿意为这种“黑科技”买单。数据显
示，我国化妆品零售规模已从2015年的2049
亿元增长到了2020年的3400亿元，增幅达到
66%。那么，这些美容护肤品和日用品中宣称
的“量子”是真的吗？量子美容真的可除皱抗
衰吗？

各类生活“量子产品”层出不穷，“功
能强大”主打健康“黑科技”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淘宝、京东、小红
书等多个电商平台上搜索“量子面膜”“量子美
容仪”“量子护肤品”等关键词发现，各类“量子”
概念美容护肤品有上百种，有号称“逆龄、抗衰”
的量子护肤水，有自诩“抚平皱纹、减龄、调整轮
廓”的量子保湿喷雾，有号称“修复、紧致、保湿”
的量子多肽面膜，还有一些主打“量子医学”、宣
称能“一分钟祛眼袋”“填充细胞”“消除皱纹”的
量子美容仪、光量子共振器等医美产品，其共同
特点是“功能强大”、价格不菲。

除了量子美容护肤产品，记者还发现许多
诸如量子保健品、量子鞋垫、量子水杯、量子吊
坠、量子内裤、量子能量袜、量子灯等产品，“量
子产品”几乎已渗透到所有常见的生活领域。
在这些产品介绍中“量子”的功能可谓“巨大”：
一会儿能“平衡磁场，打通内循环，缓解身体各
种疾病”；一会儿能“防止老化、增强新陈代谢、
恢复退化器官机能”；一会儿能“改善胸部扁
平，增加免疫力”；一会儿能“刺激皮下脂肪排
除，排除重金属”等，往往还叠加上“量子能量”

“负离子”“太赫兹”等听起来十分“高大上”的
概念。

那么，被广泛应用到美容和生活领域的
量子技术到底是什么？记者查阅到，百度百
科对“量子”的解释是：量子是现代物理的重
要概念，最早由普朗克在1900年提出。即一
个物理量如果存在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基本单
位，则这个物理量是量子化的，并把最小单位
称为量子。

据悉，量子护肤最早是由国内一家化妆品
公司提出的，它宣称能够利用量子力学的震动
原理，让肌肤充分吸收护肤品中的养分，使表皮
层趋于平滑，并渗透肌肤基底层，从而实现真正
的“冻龄”。淘宝一位轻奢护肤旗舰店的客服也
对记者介绍说，量子抗衰美容仪是通过一个探
头接触皮肤后将射频点播能量传导至皮肤深
处，让真皮层胶原纤维加热后收缩，使松弛皮肤
皱纹被拉紧。

对此，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林彤
医生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
示，所谓“量子美容仪器”实则采用的是射频原
理，通过电流在皮肤组织中的活动，产生局部热
效应，从而刺激胶原纤维新生，归根结底就是一
种射频仪，和量子毫无关系。

带“量子”的护肤品肯定不好，所有
“量子+生活用品”都是虚假宣传

针对目前美容、抗衰老领域打着“量子”旗
号宣传促销愈演愈烈的现状，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教授

今年3月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量子护肤
如果宣称用了‘量子技术’肯定是假的。因为

‘量子’比较时髦，大家都喜欢挂个名。但我觉
得护肤品真是好的话，不需要挂‘量子’，挂了
这个肯定不是特别好的护肤品。”林彤也对记
者表示，实际上，“量子”这个概念出现在美容
领域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打着“量子”旗号的美
容项目是利用高科技外衣来包装自己，进行虚
假宣传。

中科院物理所固态量子实验室主任范桁研
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量子不是一种
物质，也不是一种成分，而是一种特殊状态——
微观物质或者微观粒子的状态。量子状态需要
非常极端的条件才能实现，包括极低温、强磁
场、超短时间等，一套实验设备大概要花费
1300多万元左右，一般生活中是很难见到量子
效应的。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郭光
灿院士也曾在央视节目中公开表示，目前量子
科技主要应用于量子通信、量子计算以及量子
精密测量等领域，还难以普遍应用于民用领域，
当前所有打着“量子+日用品”旗号的，一般都是
炒作概念、招摇撞骗。

记者还发现，在淘宝上所谓“量子袜”成了
一大类商品，很多产品声称有“量子贴”。记者
注意到，根据商家提供的图片，“量子贴”就是在
一块深色圆片上有点状凸起。而在另外一家店
铺，同样图片则被解释为“防滑贴”。不过，标注
为“量子贴”的袜子比后者贵了一倍多。根据一
家店铺的介绍视频，该袜子能让灯泡在不通电
情况下亮起。业内人士对记者解释，这是所谓

“量子保健品”的“老把戏”了。“这些灯泡是一种
应急灯泡，只需要手触端点就能亮起。即使手
部不接触，只要接触的是导体，都能亮起。”这种
类似“变戏法”的把戏，在量子保健品中已屡见
不鲜。

央视在今年3.15晚会上曾曝光一位母亲
为孩子花上万元买足浴盆，推销人员称在“量
子科技”帮助下能排出身体毒素，用了后水真
的变浑浊了。其实这是利用了简单的电解反
应，让足浴盆内的重金属溶解在水里，这反而
让水有毒了。记者还看到在淘宝某塑形衣商
家的介绍中，因为塑形衣含有“四颗量子”因
而具有了“暖宫减脂”功效，似乎商品中黑色
圆片就是量子本身，而量子在生活常态下根
本看不见。

显而易见，商家自己连量子是什么都没有
搞清楚，却还要标榜自己的产品是“量子产
品”。而这些所谓的“量子”产品不过是在蹭量
子热度而已，实际上就是收割消费者“智商税”
的“伪科技”商品。

“量子”产品虚假宣传亟待加强监管，
女性千万不要被“伪科技”迷了眼

截至目前量子科技并没有走进日常生活，
虽然我国目前并无明确的关于量子技术应用的
相关条例规范，但对于化妆品在宣传方面的监
督管理，国家却有着明确条文。

早在2019年12月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识别
化妆品违法宣称和虚假宣传》中，明确指出以去
除皱纹等词语为代表的绝对化词意、以纯天然
等词语为代表的虚假性词意、夸大性词意、医疗
术语等十类词意禁止用于化妆品宣称和宣传，
规定禁止使用换肤、去除皱纹、生发、祛疤、药用
等化妆品宣传用语，严厉打击以夸张效果诱导
消费者的宣传语。

2021年1月1日起执行的《化妆
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化妆品的广
告宣传不得有以下行为：化妆品名称、

制法、效用或者性能有虚假夸大的；使用他人名
义保证或以暗示方法使人误解其效用的；宣传
医疗作用的。

那么，该如何辨别化妆品的伪概念？北京
某律师事务所的张伟律师对记者建议说，女性
朋友在选择前应当了解化妆品的资质、成分，选
择正规公司生产的符合国家各项安全标准的化
妆品。在选择具有特殊功效的化妆品或美容仪
器时更应慎重，应提前了解相关知识，如有必要
可到正规医院进行咨询后再进行购买。

今年6月16日，中国消费者协会曾发出消
费警示：当前市场上所谓的“量子产品”名不
副实，广告中的神奇功效也涉嫌虚假宣传。
中消协敦促相关经营者要严格遵守《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法律规定，通过切实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来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是通过“伪科技”噱
头和虚假宣传所打造的“海市蜃楼”来欺骗消
费者。同时，中消协呼吁相关电商平台，要切
实承担平台的监督管理责任，对平台内销售
的违法违规“量子产品”进行彻底清理，净化
网络购物市场生态。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
已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立案查处了以量子科
技为噱头的违法违规企业经营行为，涉嫌犯
罪的已移交公安机关。

中消协还提醒，面对层出不穷的所谓“高科
技”产品要保持理性，不轻信商家单方面的宣
传，主动了解产品知识，提升辨别真伪的能力。
对于自身难以分辨的，可向亲朋好友或是向当
地市场监管部门、消协组织等单位咨询，听取相
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总之，女性朋友们要擦
亮眼，不要被“高科技安慰剂”迷了眼。

■ 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儿科主任 陈英

随着秋季来临，花粉过敏的患者也越来
越多。近日门诊有一个孩子因荨麻疹来就
医，她曾对蒿草过敏，但皮疹当天并没有出
门。排查后发现，这个孩子是吃了一个桃子
之后开始全身痒，没想到是桃子过敏了。孩
子明明是对蒿草过敏，为什么吃了桃子竟也
会过敏呢？

花粉过敏者可能对哪些水果和蔬菜过
敏？因为水果中有少许可引起过敏的蛋白质
成分，而其中所含蛋白质结构与花粉所含蛋
白质结构相似，因而易产生交叉反应。所以
在临床中会看到，对花粉（树、草）过敏的患
者，吃某些水果、蔬菜、坚果或豆类时，会出
现口腔（口唇、舌咽部皮肤黏膜瘙痒、水肿）

或者全身的过敏反应（荨麻疹、哮喘甚至过
敏性休克）。

这种交叉过敏不是一定会发生，但如果
有花粉（树类、草类）过敏，进食相关水果后
出现过敏症状，要想到可能是对应的水果、
蔬菜过敏。比如，蒿草类花粉过敏者：可能
对桃子、芒果、芹菜、芥末过敏。豚草类花
粉过敏者：可能对哈密瓜、西瓜过敏。桦树
花粉过敏者：可能对苹果、樱桃、梨、芹菜、
胡萝卜过敏。柏树花粉过敏者：可能对西
红柿过敏。

怎样避免水果过敏？1.去皮：有些水果内
的致敏蛋白存在于果皮内，如果去皮食用（如
桃、杏等）可以减轻过敏症状。2.煮熟：水果、
蔬菜内的致敏蛋白一般热稳定性低，也就是
说加热后蛋白质变性，致敏性会显著降低，引

起过敏症状的可能性也降低。3.回避：如果进
食某种蔬菜水果后发生过严重过敏反应，建
议避食。

如何鉴定对哪一种水果过敏？1.抽血
测定血清特异性IgE：不能完全做到一一对
应，但对临床判断有一定帮助。2.家长细心
观察：注意发生过敏症状之前的进食以及环
境变化，加以记录并完整地提供给医生，协
助医生判断。3.皮肤点刺试验。4.食物激发
试验。

发生水果过敏该怎么办？1.轻症：可使用
抗组胺药，比如开瑞坦。2.严重过敏反应：食
用某些水果后数分钟或1小时内出现口腔黏
膜痒、咽痒、皮肤红斑、风团伴瘙痒，且症状持
续不缓解，应尽快去离家比较近的医院紧急
就医。

儿童健康健康

喝一瓶含糖饮料
就能让肝脏长脂肪

日前，瑞士苏黎世大学一
项 研 究 再 次 证 实 吃 糖 有

“毒”。研究显示，即使适量
吃糖，也会让肝脏上长的脂
肪翻倍。

这 项 研 究 共 有 94 位 健
康年轻人参加，在 7 个星期
内，他们中一部分人每天喝
一杯含有果糖、蔗糖或葡萄
糖的甜饮料，另一部分人不
喝。结果发现，果糖增加肝
脏脂肪比较明显，是葡萄糖
的两倍，而蔗糖还略多于果
糖。

“ 喝 一 瓶 800 毫 升 的 饮
料，差不多就有 80 克糖，就
能让肝脏长脂肪。”研究者
介绍。研究还发现，即使不
再吃糖，肝脏上长的“油”也
得持续较长一段时间。而
肝脏脂肪的增加，会增加患
糖尿病风险。糖“致命”的
毒性机制是，肝脏将糖转化
为脂肪，提高甘油三酯，造
成胰岛素抵抗，从而导致代
谢综合征，并升高血压，增
加糖尿病、心脏病和中风风
险。

之前有研究发现，若每天
喝含糖饮料1至2杯，将增加
26%的Ⅱ型糖尿病风险；增加
35%非致命性心肌梗死或猝
死风险；增加 16%中风风险。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
日吃糖不超过 50 克，甚至最
好是25克。

（杨进刚）

健康新视界新视界

防病鲜知道鲜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