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风向标

4
新闻热线：010—58884054
E-mail：kjrbzbs@stdaily.com

■责编 申 明 左常睿 管晶晶 2014 年 11 月 6 日 星期四
科技改变生活 KE JI GAI BIAN SHENG HUO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 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广告部：58884124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24.00元 零售：每份 1.50元

■营养快餐

扫一扫
欢迎关注科技改变生活微信公众账号

■数字时尚

■低碳生活

■打破砂锅

■给您提个醒

近期，在日本横滨举办了显示屏创新展
会，名为 SEL 的实验室推出了一块 8.7 英寸
1080p分辨率的Super AMOLED可触控屏幕，而
这款屏幕最奇特的地方就是能够进行折叠。

■画中有话
近日，IBM的超级电脑“沃森”变身为“厨师”，在北京为大众奉上其自创的美食。它通过学习3万 5千多种经典

食谱，分析海量食材配搭，结合化学、营养学等方面数据，为厨师和美食爱好者提供了超越人类经验和想象的新型食
谱。大图为厨师在根据“沃森”创意的菜谱制作甜品，小图为顾客正在打印由“沃森”定制的菜谱。 胡辰希

麻辣烫六危害
麻辣烫是现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

一种街头小吃，可以说受到老幼的极大

欢迎。但是麻辣烫中所存在的安全隐患

以及健康隐患是非常巨大的，稍有不慎

就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甚至致癌。

麻辣烫的危害一
受利益驱使，不少摊贩为了使海产

品看上去新鲜、保存时间长，常常会使

用国家禁用的工业碱、福尔马林发泡。

据了解，工业碱价格比食用碱低，但含

有大量对人体有害的杂质。而福尔马

林即是40%浓度的甲醛溶液，毒性相当

大，食用后容易引起咽部、口腔、食管、

胃肠道等不适及病变，大量食用或经常

食用被福尔马林浸泡的海产品，会损伤

人体的肝脏，甚至诱发癌变。

麻辣烫的危害二
麻辣烫的口味以辛辣为主，虽然

能很好地刺激食欲，但同时由于过热

过辣过于油腻，对肠胃刺激很大，过多

食用有可能导致肠胃出现问题，根本

不像某些女性朋友想象的那样可以减

肥。麻辣烫和火锅虽然味道鲜美，但

也暗藏伤害。

麻辣烫的危害三
街边麻辣烫常常是满满的一锅，

如果没有烧开、烫熟，病菌和寄生虫卵

就不会彻底杀死，食用后容易引起消

化道疾病。麻辣烫的烫菜水反复使

用，其中也积累了有害物质。麻辣烫

的油脂不新鲜，那些油是反复煮熟的，

更有的油是不合格的。

麻辣烫的危害四
人的口腔、食道和胃黏膜一般最

高只能耐受 50℃至 60℃的温度，太烫

的食物会损伤黏膜，导致急性食道炎

和急性胃炎。

麻辣烫的危害五
麻辣烫的汤太浓太辣，成分过于

肥腻，容易导致高血脂症、胃病、十二

指肠溃疡等疾病。

麻辣烫的危害六
食品原料不新鲜，尤其是那些蔬

菜类的，有的已经枯萎发黄了，但是，

依然摆在上面。有的食物更是经过处

理，譬如甲醛可以改善水产品、动物

血、豆腐等食品的质地。不要再吃麻

辣烫，为了自己的健康。

科学吃麻辣烫
第一，麻辣烫通常有多种绿叶蔬

菜，有多种豆制品原料，有海带等藻

类，有蘑菇等菌类，有薯类、有鱼类、有

蛋类……相比之下，植物性原料品种

占优势。只要合理搭配，它比一般的

快餐菜肴更容易达到酸碱平衡的要

求，也符合食物多样化的原则。

第二，麻辣烫的加热温度并不高，

也不会产生油烟和脂肪高温氧化问

题。和高温烹炒相比，对空气环境污

染较小。

第三，涮菜的过程中可以去除蔬

菜中的部分草酸、亚硝酸盐和农药，虽

然损失一部分维生素 C，但也减少了

有毒物质。只要注意定期更换涮菜

水，涮的过程中少加盐，就是非常好的

烹调方式。

第四，麻辣烫的调料可以做到健

康低脂。涮菜的时候没有放油，调拌

的时候也可以按照顾客的要求减少放

油量，总体来说，原料含脂肪少，热量

比较低。相比之下，炒菜的时候，往往

要经过滑油、烹炒、淋明油三个加油过

程，而且顾客无法选择菜肴的放油量。

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肿瘤登记地区前

列腺癌发病率为 9.9/10 万人，死亡率为 4.2/

10 万人。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其

发病率稳步升高，已成为男性泌尿系肿瘤中

排名第一的恶性肿瘤。

“我国前列腺癌发病率已在男性泌尿系肿

瘤中排名第一，且发现多在晚期。”在10月28日

男性健康日来临之际，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泌尿外科孙忠全教授表示，由于前列腺癌早期

多无明显临床表现，等到出现严重的下尿路梗

阻、血尿、全身骨痛和病理性骨折等症状来就诊

时，过半的患者已是晚期，5年生存率差。

“面对这样的恶性疾病，进行高危人群筛

查，早诊早治是关键。”孙忠全表示，作为前列腺

癌诊断的“金标准”——穿刺活检后病理学诊断，

是一种侵入性、创伤性的检查方法，且会带来一

定的并发症，并不适合大范围高危人群的初筛。

据孙忠全介绍，由于前列腺癌患者再出

现临床症状之前，大多数都会出现 PSA（血清

学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水平的升高，因此，目

前国内外指南推荐的是对于高危男性进行

PSA，结合直肠指检进行早期筛查。

多年来，PSA 一直是前列腺癌最重要和

最敏感的肿瘤标志物，而 PSA 的检测精度也

在不断提高。以目前的电化学发光 PSA检测

试剂，精度已可达到 0.03ng/mL。PSA的正常

值是小于 4ng/mL，一般超过 10ng/mL就要考

虑前列腺癌的可能。欧洲前列腺癌筛查随

机性研究（ERSPC）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55

岁至 69 岁年龄段每年进行 PSA 筛检的受试

者，晚期前列腺癌可减少 28%。

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常委杜兵

表示，为了推动肿瘤筛查的健康发展，中华

医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和《中华健康管理学杂

志》于今年 5月发布了《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

家共识》，其中明确定义了前列腺癌筛查的

高危人群为 45 岁以上男性，检查内容为 PSA

和游离 PSA 前列腺触诊检查，前列腺超声检

查并询问前列腺癌家族史、慢性炎症史等。

合理应用血清标志物PSA和 fPSA对前列

腺癌进行筛查，有助于早期发现前列腺癌，帮

助患者尽早确诊和治疗，从而显著降低患者

的死亡率，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不过，孙

忠全指出，在中国，PSA筛查才刚刚起步，不仅

在医疗欠发达地区普及不够，而且在一二线

城市筛查也不足。

“45 岁以上的高危人群在健康体检时，

在 常 规 的 血 检 中 增 加 PSA 和 fPSA 两 项 检

测。”孙忠全强调，只需一管血，就能清楚了

解前列腺癌的患病风险，通过筛查实现疾病

的早期干预，早诊早治。

50岁以上男性可做 PSA筛查
本报记者 李 颖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传书）以 28 种纯

天然植物萃取物清除环境中的细菌和化学

污染物，实现天然治污。近日，深圳康维尔

科技推出纯天然植物空气净化制品“颐和清

新”经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的检测显

示，对甲醛、氨、二甲苯、乙苯、硫化氢等化学

污染的 4小时去除率在 85.4%到 93.8%，对白

色葡萄球菌的 2小时灭杀率达 99.26%。

在空气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各种

净化空气制品越来越多。许多空气净化产品

都是化学制品，部分与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后

又会生成新的化学物质，形成空气二次污染。

“颐和清新”产品，采用天竺葵、留兰香、

莱姆、檀香等28种纯天然药用杀菌消炎除臭

的草本和木本植物精华，通过特殊的净化工

艺和配方，加以高科技去离子水精炼而成，完

全无人造香料和色素，保持纯天然本色。同

时还能释放取自植物源的高浓缩活性净化因

子，与受污染空气中的甲醛、苯、氨等挥发性化

合物及二手烟气等迅速反应，产生对人体无

害的反应物质并向地面沉降，达到还原清新

空气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快速分解、氧化臭

味、异味分子，杀灭至臭、至腐微生物，释放植

物活性清香因子，实现空气净化效果。

纯天然植物制品净化空气污染

一块被污染过的土地是否只能惨遭遗

弃？或许不用那么悲观。自然界最重要的

污染物分解者——微生物已逐步被运用到

治理土地污染中。

日前，在中国高科技产业研究会主办的

新闻发布会上，土壤修复专家、北京三色微

谷集团董事长王立平说，应用他们研发的

“三色原菌剂”，可针对性改良因长期使用化

肥、农药造成的土地板结，抑制土传病害，提

高植株抗病能力；分解代谢掉植物表面的重

金属和农药残留，以及降解未能吸收分解的

化肥结晶，还原土壤生态平衡；可减少 50%

化肥使用量，不用或少用农药，同时达到提

高产量和改善品质的双重效果。

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等特征。

王立平曾带领科研人员在河南兰考进行过

试验，使用“三色原菌剂”示范组平均亩产达

507.5公斤，地块土壤细、松软、通透性好、层

次分明，对照组地块平均亩产量仅355公斤。

“这项技术成果已进行了 9年多成功示

范推广，在 20多个省、市、县建立多个种植、

养殖、水产等农业项目示范区。水稻、蔬菜、

果业项目增产幅度在 15%—80%；对重度盐

碱地改造效果明显，水稻当年当季亩产量可

达 600斤左右。”王立平说。

据悉，“三色原菌剂”由多种有益微生物

纯培养后复合而成，主要有土壤改良、种植业、

养殖业、水质净化等。有效活菌数达20亿/毫

升，高于国家标准2亿/毫升。

除农业领域的土壤污染修复外，微生物

修复领域还十分广泛。中科院微生物所的

研究显示，某些天然存在于海洋或土壤中的

活体微生物及其本身产生的活性物质酶类，

通过生物化学反应，可将石油的主要成分烃

类物质，降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完全消除污

染物，不会引起二次污染。

微生物修复土壤低碳环保
本讯记者 李 禾

在城市给水管网系统中，每天都有相当

数量的自来水从水厂输送到用户的过程中白

白损耗掉。据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城市

供水管网漏损率达 15%—30%，有的甚至超过

50%。因此，如何控制水的漏损成为当前供水

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日，在无锡召开的中国—丹麦城市水效

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丹麦环境部自然署顾

问克里斯汀·哈尔德-莫特森称，丹麦漏水率仅

7%，首都哥本哈根不到5%，在世界范围处于领

先水平。那么，丹麦是怎样做到这个成绩的

呢，其中有何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值得借鉴？

水损现状令人堪忧

早在上世纪末我国有统计数据显示，依据国

外衡量漏失水平的三种主要指标，国内平均漏失

量约占供水总量的15.14%，管道漏水占总损失的

50%—60%；未售水（水厂生产的水量和售水量的

差额）为17.87%；单位管长单位时间的漏水量是

发达国家的几倍。专家指出，现如今这种状况并

未得到改善，甚至有的地方更趋严重。

造成水损的原因很多，包括给水管网漏

水、计量和统计误差、未计量市政用水（绿化、

环卫、消防等）、供水企业自用水（管道冲洗、

消防排污等）、偷盗水等。

显然，水损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水资源，仅

城市便器水箱漏水一项每年就损失上亿立方

米，而且也使水企业单位供水成本增高，经济

上蒙受损失。

尤为严重的是，城市地下给水管道的漏

水，有可能造成恶劣的社会后果：管道长期暗

漏，会长期冲刷道路和建筑物的基础，引发道

路塌陷和建筑物的跨塌；大量的暗漏会导致

管网压力的下降，引发用户对供水服务的投

诉；管网失压时，漏点周围污物和细菌有可能

通过漏点进入管道内，污染水质。

技术升级高效防漏

传统自来水供水系统通常使用高压供

水，造成输水管道漏水、渗水，有的地方漏水

率高达 50％，所以探测出管道漏水点、减少漏

失水量成为水务的一个重要课题。

丹麦奥胡斯水务局运营总监迈克尔·罗

森伯格·佩德森介绍说，现在丹麦采取一种可

以根据实际用水量自动调节水管压力的新型

供水系统，对管线压力进行有效管理，分别在

白天和夜晚对系统水管水流泄露和爆裂进行

监测，避免因小的泄露引发大的事故及损失。

其中，水泵起着关键作用。丹麦格兰富

市政水务全球市场业务发展部经理摩顿·里

斯说，为了减少随着压力爆管增加的情况，新

型智能需求驱动配水水泵系统（DDD），通过

遍布管网的远程压力传感器收集实际需要的

压力数据，创建供水和配水模型进行按需配

水。用多台泵替代一个泵，改变管道压力，做

到在最佳输送点因需泵送。实践证明，通过

这种泵的调节，可减少渗漏损失 20%、节能

20%，以及节约了后续的维修和保养问题。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水科技研发中心主任

李胜海指出，丹麦的先进技术及成熟经验很值得

借鉴。如果我国每年减少供水漏失率，积攒下来

的水量完全可以抵消跨流域调水的需求量。

管理精细提高水效

“单凭技术手段是不够的，在水务管理上

精细化，可以大大提升用水效率。有时无须

挖出管线，只是对管理体系进行调整，就可低

成本的减少水的流失。”丹麦丹华水务总监斯

腾·林德伯格说道。

丹麦对水的管理上下相通，政府对人均用

水量采取了非常细致的调查和审计，规定了每

个家庭的用水指标，甚至个人用水量，如一个

四口之家每月用 8 吨水，每人两吨，具体到洗

澡、洗碗、冲刷草坪等项目。然后对各项用水

排序、找出浪费的环节。并且，还把管线分成

不同区域，安装电表进行监控，保证精确用水。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在首

次公布的《我国水资源利用效率评估及其方

法研究》报告中提出，建议城市政府进一步公

布更为具体的供、用水单位实体关于水的生

产、消耗的数据信息，如城市内部供水企业、

各类工业行业与企业、居民社区、机关单位等

的供水量、漏损量、消耗量、产销率等的水耗

相关数据，用以辅助评估者识别和诊断出城

市水资源利用效率管理存在的问题。

价格调控引导节水

据了解，丹麦自来水的价格较为昂贵，每立

方米用水约为8美元、污水处理费4美元。水价

看似较高，但反映出供水环节中的实际成本，并

且还加强了居民的节水意识，有效抑制水资源

的浪费。据丹麦官方计算，居民和企业交纳的

水费中至少有一半要用在废水处理和净化上，

为保护地下水资源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温桂芳介绍说，在全国的水效管理实践中，北

京市率先运用了价格机制节水提效的做法，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通过价格改革和调整水

价不合理的状况、征收污水处理费等措施，使

得供水（用水）总量 2001—2011年呈现从高到

低逐步缓慢增加的走势，其中，生活用水总量

呈逐年小步上升之势，工业用水和农村农业

用水呈下降之势，实现零增长；环境用水量则

随着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强而大幅增加，但用

中水代替自来水的比重也随之大幅度提高。

这项措施有待在全国复制推广。

与会专家认为，借鉴国际成熟经验，我国

在有效控制供水漏损方面，必须从管网规划

设计、管材选型、工程施工、运行管理、漏损探

测、计量和营收等方面综合考虑。城市供水

安全高效凸显城市的综合管理水平，但路还

很长，任重道远，需要政府、企业的共同努力，

以及公众的关注、参与和监督。

每天我们喝的自来水在输送途中有15%被浪费，而丹麦的漏水率仅7%。专家称，如
果我国每年减少供水漏失率，积攒下来完全可以抵消跨流域调水的需求量。请关注——

如何“堵住”地下水管的漏洞？
本报记者 华 凌

近日，腾讯发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应用

宝 5.0 新版。“这是应用宝历史上最重要的一

次更新，我们将全面推出社交化功能，实现应

用分发从传统编辑推荐模式的 1.0 时代向以

用户为核心的 2.0时代的推进。”腾讯社交网

络事业群副总裁林松涛说。

林松涛认为，以编辑推荐为核心的应用

分发 1.0 模式无法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实现以用户为核

心的应用分发 2.0 模式，以社交化分发，通过

好友和圈子的方式实现对用户个性化应用需

求的精准定位。

在新版应用宝中，好友关系链在首页、应

用展示页面、好友榜等功能模块中全面加以

体现，通过好友功能用户不仅能了解哪些应

用在好友圈中备受欢迎，哪些应用被最多的

朋友们使用，更能够快捷地在朋友圈等社交

平台上一键分享应用，邀请好友一起玩。这

不但帮助用户利用朋友的力量发现应用，更

能让用户了解朋友们出现在移动互联网的哪

些地方。用户只要安装相应的应用就能像现

实生活中一样随时随地同朋友分享逛街、看

电影的乐趣，通过应用宝 5.0，朋友不只是存

在于聊天软件中，而是存在于移动互联网生

活的各个角落。

此外，5.0版应用宝还将尝试实现应用内

容外显功能，让用户可以直接在应用宝上获

取书籍、视频等应用内容，然后推动用户下载

相应应用。 （丁丁）

新版应用宝开启分发社交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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