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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常喝饮料易得白血病吗？

谣言来了
近期，网络上一篇“为什么得白血病的都是孩子”的文

章在微信上大量传播。文章指出，如果只喝饮料不喝水，

饮料中的甜味素进入骨髓，大量的甜味素很难降解，容易

堵塞骨髓网，进而影响骨髓的造血功能，导致白血病。

专家来辟谣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儿童白血病专

家刘桂兰透露，“目前白血病的致病原因尚无定论，但

甜味素导致儿童白血病的说法没有科学性，防腐剂等

化学物质也不会直接影响骨髓。”

刘桂兰说，目前只能证明在长期接触放射性元素

（如核辐射、同位素放射等）、含苯环的有机化合物（如

油漆、汽油、黏合胶、劣质农药等化工产品）的人群发病

率较高。另外，季节交替，感染病毒的人群也容易患白

血病。家族中有癌基因或患先天染色体疾病、先天畸

形（如唐氏综合征）的儿童患白血病的几率也较大。睡

眠不足、压力大、心情差、生活不规律以及营养不足等

因素导致的免疫系统失调也增加了儿童患白血病的可

能。“上面这些因素都是外因，是条件。但患病的决定

性因素是内因，归根结底与基因突变有关。”

刘桂兰介绍，儿童与成人患白血病的比例基本持

平。不过儿童患病率略高，约 4—5人/10万人，原因可

能是因为“儿童抵御外部诱因的能力弱一些，细胞更敏

感，更易发生基因突变。”

刘桂兰认为，小孩常喝饮料不会导致白血病。但

是太依赖饮料可能导致儿童食欲下降、营养状况不良、

体质下降，使得免疫力下降。

“饮料中的添加剂是食用性的，在安全范围内对人

体没有太大影响。但是超标超量会对人体的肾脏产生

影响，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紊乱。”刘桂兰说。

“食物酸碱平衡论”科学吗？

谣言来了
近来很多养生类图书中充斥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观

点：谷类、肉类、鱼和蛋等酸性食物摄入过多，可以导致

酸性体质，引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肿瘤等慢性病

的发生；而蔬菜水果属于碱性食物，能够纠正酸性体质，

防治慢性疾病。

专家来辟谣
美国普渡大学农业与生物系食品工程专业博士、

科学松鼠会成员云无心表示：“酸性体质”这一概念本

身就是站不住脚的。“酸性体质”重要理论之一：体液中

的 pH 值最好是偏碱性，那样才是最健康的状态。一

旦偏酸，便会导致各种疾病，小到身疲力乏，大至癌

症。也就是说，但凡疾病，在酸性体质论者看来，皆因

体液偏酸。“实际上，人体在正常生理状态下，血液的

pH 值应精确保持在 7.35—7.45 之间。一旦低于 7.35，

就会引起酸中毒，出现头晕、瞌睡、焦虑，甚至精神错

乱。而如果高于 7.45，亦会引起碱中毒，不仅会肌肉痉

挛，还会引起心脏问题。但不管是酸中毒还是碱中毒，

如不能及时诊治，都有生命危险”。

在医学临床中，很多酸中毒情况表明，不是酸中毒致

病，而是因为生病或服用了某些药物，才出现酸中毒的现象。

“虽然营养学有研究表明，如日常摄入大量酸性食

物，酸性代谢物增多，会影响到人体的酸碱平衡。但

是，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是不会因为某天多吃了一斤肉

就轻易变酸的，它有着很强大的调节系统，从消化到排

泄，再到呼吸系统都会层层把关、配合，精密地控制着

酸碱平衡，使体液处于一个很精确的弱碱性范围。因

而，通过食物来改变它的酸碱性，是很一厢情愿的想

法。”云无心介绍道。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葛可佑认为，人的体质根本

没有酸性、碱性的说法，食物不能调节人体的酸碱度。

“什么食物都要吃，无论是酸性食物还是碱性食物，都

不可少。吃过多动物性食物容易引起慢性病是因为营

养不平衡，不是酸碱性的问题。”

面对铺天盖地的“碱性保健品”（包括碱片、碱粉、

碱性水等）就闯入了人们的视线。在商家的忽悠下，人

们纷纷购买，恨不得立即中和体内的酸，将自己打造成

健康的“碱性体质”。对此，北京市中医疑难病研究协

会副秘书长张涛表示：“人们应正确认识这些非保健

品，在面对营销舆论的时候，应擦亮双眼，批判地看待，

切忌盲目购买食用。”

转基因食品能吃吗？

谣言来了
自从 1996 年转基因作物实现商业化种植以来，转

基因可能是农业史上最有争议的技术。反对者则从食

用安全、生态安全和主粮安全等方面提出质疑。

专家来辟谣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转基因农作物的推广，

转基因农产品逐渐深入人们的生活。国际农业生物技

术应用服务组织统计数据表明，28 个国家种植了转基

因作物。全球约 81％的大豆、35％的玉米、30％的油

菜都是转基因产品。

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介绍，目前

国内的转基因农作物主要是转基因棉花，转基因番木

瓜也有少量种植。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表

示，国内超过一半的油脂消费都是大豆油，90％的大豆

油原料为转基因大豆。

在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林敏等生物

学家看来，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拓宽了

可利用基因的来源，实现了育种工作的可预期、精准、

可控、高效，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和时间，是生物育种

的技术革命。

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罗伯特说：“在农业领域，在

这日益恶化的环境中，这项技术让我们能够少用水或杀虫

剂。而且并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健康有害。”

但也有专家表示，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造成的

潜在威胁值得警惕。生物技术理学博士、天津科技大

学教师王芳说，抗虫作物可能会使食物链中断，而昆虫

在进化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对毒性蛋白的抵抗能力，出

现所谓“超级害虫”。“美国环境保护局规定，在种植抗

虫害转基因作物的田地周围，必须保留一块专门种植

普通作物，让害虫有个避难所。”王芳说。

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研

究所朱祯研究员认为，吃含有基因的食品或含有转基因

的食品将会改变人类遗传特性的担心是毫无科学依据

的。从长远来讲，转基因食品跟常规育种得到的食品一

样，并没有产生有别于其他食品新的不可预期的问题。

食物真的会“相克”吗？

谣言来了
电影《双食记》里，一位绝望主妇利用虾与维生素

C 这一对“相克食物”杀人，让很多人心有余悸，在吃完

虾后不敢再碰水果。事实上，关于食物“相克”的说法

一直在坊间流传。

专家来辟谣
对于电影《双食记》里所提到的虾与维生素 C合食

这一“杀人食谱”，美国普渡大学农业与生物系食品工

程专业博士、科学松鼠会成员云无心表示：“这一说法

在理论上完全说不通。首先，虾中的砷含量很少，而且

主要以没有明显毒性的有机形式存在。其次，不同化

合态的砷之间要转化，还需要相应的转化条件，而人体

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化学反应器。第三，即使转化真的

能发生，也需要一次吃下一百多斤的虾才能得到足够

毒死人的砒霜。实际上，国外很多食谱中都是把虾和

维生素 C含量很高的食物一起吃的。”

我国生物化学和营养学研究的先导者之一郑集教

授，曾对“香蕉与芋头”“花生与黄瓜”等 14 种传说“相

克”的食物进行实验，他首先用动物实验，最后自己亲

自食用，结果证明这些食物均无“相克”现象。

“我们说饮食搭配要合理，指的是通过合理的食谱

获得全面均衡的营养成分。有一些食物搭配在一起，

会对某些营养成分的吸收造成一定影响，不过这种影

响并不是‘有毒’，而且影响也不大。只要是正常合格

的食品，在吃的时候注意适量的原则，把握好度，完全

不存在‘相克’的问题。”云无心说。

小分子团水真能保健治病吗？

谣言来了
近来，新一轮的功能水概念正在风生水起。有商

家宣称，由 5—8 个水分子组成一个水分子团，具有高

渗透力、高扩散力、高溶解力、高含氧量、弱碱性。

专家来辟谣
中国净水行业协会秘书长顾久传表示：“水分子间

除范德华力外，由氢键结合为水分子团，即缔合作用。

水分子团结构是一种动态结合，即不断有水分子加入

某水分子团，又有水分子离开该水分子团。”

这就意味着，水分子团是不断变化的，有很多办法可

以改变水分子团的多少，而关键就在于水体系中的氢键。

“水分子团的大小与水的温度、离子浓度、pH值、外界施加

的能量，如电场、磁场、声波、射线、红外线、压力等等有关，

它们都会对水分子团结构变化有影响。”顾久传补充道。

想得到小分子团水，最省事的一个方法就是加热。

分子运动越快，越不利于氢键的形成，所以加热之后可

以将超分子打散，到了 100℃时，液态水和气态水平衡，

此时的水分子团簇接近单分子，通常不超过4个分子。

科学松鼠会成员孙亚飞也很认同这一观点。他提

供了另一个获得小分子团水的办法。“离子与水之间的

作用也可以破坏氢键，打散大分子团水。利用这个原

理，用不着去巴马这样的长寿村，自己撒把盐到水里也

一样能创造出小分子团水，这一点也不稀奇。”

而针对有些商家宣称的通过磁化原理将自来水净

化成小分子团水，孙亚飞表示：“磁场对水具有特定的

作用这是很早就被发现的物理现象，但是分子层面的

原理并无明确解释，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水分子因为磁

场能而解离为小分子团水，但科学界支持这一观点的

并不多，因为磁场能远小于氢键的键能，不足以将液态

水维持在高势能的小分子水状态。”

对于小分子水宣传中的对于高血压、高血脂、心血

管病、泌尿系统结石、咽炎、便秘等疾病有疗效，甚至可

以抗癌，顾久传非常肯定地表示：“小分子团水及其制

取装置目前尚无足够的、公认的科学依据，没有可靠的

实验数据和论证。小分子团水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缺

乏令人信服的临床医学报告和科学鉴定。而且，水喝

到胃中后，由于胃内的温度、pH 值、离子浓度等影响，

喝下去的水的分子团结构会发生变化。”

人体消化吸收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并没有证据

可以说明小一些的分子比大一些的分子更容易进入细

胞中被人体吸收。到目前为止，鼓吹‘小分子水更容易被

吸收’的人士并没有提出相应的测定数据。”孙亚飞说。

“水的温度越高，水的分子团越小。热水的分子团

远小于冷水的分子团，但西方欧美国家普遍喜欢喝冷

水（水分子团大），我国普遍喜欢喝热水（分子团小得

多），但并没有因此我国人均寿命和居民体质就比西方

欧美国家的好。所以，饮水分子团的大小与健康无

关。”顾久传举例说。

喝纯净水会影响健康吗？

谣言来了
“喝纯净水导致体内营养元素流失”这样的说法流

传甚广。微信上甚至还流传着一个观点，因纯净水矿

物盐含量和硬度都近于零,处于“饥饿”状态,具有极强

的溶解能力,饮用纯净水不仅不能带来营养,相反还会

将体内的部分营养元素溶解,排出体外。

专家来辟谣
国家食品风险评估中心钟凯博士认为，导致缺钙

的最主要因素是膳食钙摄入量不足，与激素水平、维 D

水平、阳光照射、运动量等也相关，跟喝什么水没有关

系。“中东地区的老百姓基本都是喝纯净水，也没有出

现大面积缺钙问题。”

“纯水反对派”的主要理由是“纯水几乎不含任何

人体所需的无机矿物质，而这些矿物质是我们身体新

陈代谢所需的成分或者中间物质，所以长期大量饮用

纯净水对身体不好。”

对此，中国净水行业协会秘书长顾久传有不同的看

法。“首先，水是人体所需的七大营养素（水、蛋白质、脂

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维生素、纤维素）之

首，从这个意义上讲，纯水是纯净的营养素。一并囊括

七大营养素于一体的水在自然界并不存在，现在即使有

这样的液体，那也不是水，而应称之为‘全能营养液’。”

“水在人体中的作用并不是供给矿物质及微量元素，

那么，水中含不含矿物质又有什么关系呢？天然水中矿

物质及微量元素本来就是极其微量的，人体摄取的矿物

质及微量元素主要是通过吃食物（如蔬菜、水果、米饭、肉

类……）而来的，而非从饮水中所得。”顾久传表示。

“事实上，人体吸收微量元素的途径比较多，水只

是其中之一，鸡蛋、鱼、动物肉类都含有丰富的钙磷等

微量元素，即便纯净水滤掉了对人体有益的部分微量

元素，通过其他食物一样能够摄取。”朱建东补充说。

而对于纯水会将人体内营养元素溶解并排出体外

的言论，顾久传表示 ，“喝纯水不存在任何‘缺营养’的

问题。我国大规模推广饮用纯净水已有十多年了，没

有发现任何喝纯水后出现不良反应的病例。”

钟凯表示，有人认为喝纯净水会脱钙，导致骨质疏

松，这是对人体生理情况不了解。“人体体液中的离子

浓度是相对平衡的，钙离子也不例外。一个 60公斤成

年人的体液有 36—42公斤，而一天饮水量不过 2升，对

钙离子浓度能有多大影响？导致钙流失的主要是年

龄、激素水平和膳食摄入，骨钙沉积可不像衣服上的脏

东西，肥皂搓搓就没了。”

顾久传认为，“只有活着的植物或微生物才能从

水中或土壤中吸收并利用无机矿物质，使之转化为

有机矿物质，再为动物或人所利用。而天然水中的

矿物质是以无机矿物质的形式存在的，人体基本是

无法吸收的。” （实习生马赫整理）

编者按 我们不能否认，谣言是有“生命力”的。随着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近几年微博、微信等

新媒体的兴起，不但为公众提供了更多获取信息的平台，也让谣言有了更多滋生蔓延的土壤。

10 年前，当《科技改变生活》出生时，我们就期望用新闻的方式、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为您洞察事实真

相、挖掘社会问题、摒弃那些并不存在的流言蜚语。这些年，我们辟过很多谣，包括《转基因食品到底安全

不安全？》《食品中防腐剂越少越好吗？》《小孩儿常喝饮料易得白血病吗？》《微波炉加热食物会有害吗？》《隔

夜菜究竟能不能吃？》等等。

然而，10 年过去了，我们发现，这些曾经被辟过的谣言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些看似科学，实

则荒谬的谣言，像病毒一样，依然在网站、微博、微信上不断被复制，依然流传在百姓的闲言碎语中……

值此岁末年初之际，我们推出《那些年，我们辟过的谣》系列，就是要集萃十年精华，把这些“生命力”旺

盛的流言蜚语解释清楚，用最科学、最权威的声音解百姓之所惑、护百姓之所利。

饮
食
篇

一篇“为什么得白血病的都是孩子”的文
章在微信上大量传播。对此，专家称，甜味素
导致儿童白血病的说法没有科学性，防腐剂
等化学物质也不会直接影响骨髓。

近来一种要想健康就吃“碱性食品”的
“酸碱平衡”保健说，使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影
响。专家称，人的体质根本没有酸性、碱性的
说法，食物不能调节人体的酸碱度。

自问世以来，转基因就成为最有争议的
技术。专家称，吃含有基因的食品或含有转
基因的食品将会改变人类遗传特性的担心是
毫无科学依据的。

关于食物“相克”的说法一直在民间流
传。专家称，只要是正常合格的食品，在吃的
时候注意适量的原则，把握好度，完全不存在

“相克”的问题。

近来，有商家宣称，小分子团水具有高渗
透力、高扩散力、高溶解力、高含氧量、弱碱
性。专家称，小分子团水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缺乏令人信服的临床医学报告和科学鉴定。

网上有观点称：饮用纯净水不仅不能带
来营养,相反还会将体内的部分营养元素溶
解,排出体外。专家称，喝纯水不存在任何

“缺营养”的问题。

粉红诱人的熟食要少吃，咖啡“伴侣”能少放则少放……近年来有很多伪装成“健康新知”的“饮食谣言”夹杂在“信息洪流”中扑面而来，以“善意”的方式提供错误信
息，危言耸听。 CFP

■谣言曝光台

■年终专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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