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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余饭后
科技日报于 5 月 13 日、14 日连续两天，

以《这些关于草莓的流言，你“中招”了吗？》

为题，刊发中国园艺学会草莓分会副理事

长、青岛农业大学教授姜卓俊写的文章。此

文是 5 月 8 日发给编辑的一封电子邮件，题

目是“妖魔化”草莓真的有毒吗？文中针对

“五一”前后北京的那场“草莓有乙草胺残留

不能吃”的“草莓风波”作科普。如今，这场

风波平息下来。北京草莓似乎也不再背黑

锅。然而，笔者认为，舆论风波可过，农民的

经济损失却难挽回。特别是留给人们心灵

深处的思考，还应继续，不该过去。

近几年来，有关食品的“风波”不少。四川

的生虫柑桔，山东的毒花生，西瓜使用“膨大

剂”等等，一度闹得沸沸扬扬。最终证实都是

传言、误传、谣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时

有那么多人跟风呢？食品安全，是天大的事。

因为社会上确存食品安全隐患，人们关注，敏

感，出现“跟风”也在情理之中。但在网络化时

代，信息传播，成本极低，速度极快，人人可为，

“跟风”会迅速形成舆论潮。流言也好，谣言也

罢，如果不加防范，不加治理和遏止，任其肆意

传播，不仅害及农民，还会破坏人心的安定和

社会的稳定。这就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各

种信息良莠混杂，公众如何辨真伪，不跟风？

今天的舆境下，传播者如何自律以确保信息真

实准确，有关部门如何正确引导舆论让公众知

情，如何监管到位，如何在法制的轨道营造健

康的传播环境？诸多问题，值得深思。

有人说，流言，传言，谣言，之所以能传播，

有市场，源头是有制造者，除别有用心者外，大

都是凑热闹，自己没搞懂或没弄清楚，以讹传

讹，盲目跟风，使传言形成市场，带来严重后

果。历史上，因传言背上黑锅的事不少，教训

深刻。仅举乌鸦一例。不知什么时候起，人们

传说“听了乌鸦叫会倒霉”。为此，乌鸦背上不

祥之鸟的黑锅，被人们所厌恶。

其实，乌鸦除了羽毛黑，叫声难听外，一是

孝，一是聪明。汉代著名学者许慎，在其《说文

解字》中说：“乌，孝鸟也。”明代李时珍的《本草

纲目·禽部》中也提到：“此鸟初生，母哺六十

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孝矣。”所谓孝，是说

老乌鸦不能捕食时，儿女会给父母喂食，以报

答哺食幼鸟的养育之恩。乌鸦还很聪明。有

一组照片为证。在日本东京闹市区，一只乌鸦

叼着一只核桃投到车行道上，然后飞上电杆，

等着过往汽车把核桃壳轧碎再趁车流稀少的

时候，飞下去捡拾核桃仁。你看乌鸦多聪明！

可是，由于传言，乌鸦背上的黑锅，害了这

种鸟多少年！真的“谎言重复千遍也成真

理”？所以，遏止传言、谣言，不可小视。

遏止传言、谣言，净化舆论环境，非一朝

一夕，需多管齐下，需全社会不懈努力。需

法制保障，设置“高压线”，让传播谣言付出代

价。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自觉不信不传不

实的信息特别是流言。更重要的是，加大科

学普及宣传的力度，把对公众的科普，作为科

技工作者的一种工作常态。而不是出了事才

想到去科普去僻谣。如今，“人人都是记录者

和信息传播的参与者”，这就更加需要公众

成为智者，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智慧，有见

识，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和常识，不盲目跟风，

不人云亦云，不传不信那些捕风捉影，似是

而非的流言、传言。让流言止于智者。

舌 尖 上 的 那 些 事
宗宝泉

六种“怀才不遇”的食物
在职场上，很多人抱怨自己怀才

不遇，没有遇到欣赏自己的伯乐。面

对众多食物，你是否想过自己是不是

一个好伯乐呢？其实，餐桌上也有很

多怀“才”不遇的好食物，它们本身很

有营养，却因为种种原因被忽略，甚至

被嫌弃。下面，给大家介绍几种“怀才

不遇”的好食物。

番茄酱。番茄是常出现在大家餐

桌上的食材，但说到番茄酱，大家会觉

得它不新鲜、没营养。事实上，番茄酱

的营养并不比番茄差。按照《中国食物

成分表》，番茄酱中除维生素 C以外的

绝大部分营养素含量都远远高于番茄，

比如，番茄酱中维生素E含量接近番茄

的8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做成酱后，

番茄红素的含量也提高了很多。番茄

酱在烹调中用途很广，比如做番茄炒鸡

蛋、疙瘩汤、番茄炖牛腩、罗宋汤时都可

以加勺番茄酱。最佳做法是，正常放

油，在菜肴快好的时候再加入番茄酱。

豆渣。提到豆渣，许多人认为它

是豆制品的下脚料，没什么营养，而且

口感较差。但事实上，豆渣是优良的

保健食品。因为它热量少，所含的膳

食纤维多，并富含人体十分需要的钙

质，据资料显示，100 克豆渣中约含钙

100 毫克，几乎和牛奶等同。其实，豆

渣也是个不错的烹饪原料，可以添加

到主食里，比如熬粥、做馒头，还可以

用来炒鸡蛋、做丸子。

蛋黄。很多人吃鸡蛋时会丢掉蛋

黄，认为其中含有大量胆固醇，会伤害

心脏。事实是，正常人每天吃 1 个蛋

黄，并不会对心脏造成伤害。并且鸡

蛋中的保健成分几乎全部存在于蛋黄

当中，比如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

素，以及胆碱、甜菜碱、叶黄素、欧米伽

3 脂肪酸等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如

果感觉蛋黄比较噎人，可以做成鸡蛋

羹、蛋花汤或者直接炒鸡蛋。

圣女果。在不少人的心中，圣女果

是转基因食品的代名词。真相是，圣女

果并不是转基因番茄，反而它才是最原

始的番茄品种，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完全

驯化的品种。而且在营养上，大番茄也

比圣女果略逊一筹，比如其中的维生素

C就低了不少。圣女果常被当成水果食

用，除此之外，还可以用来做大拌菜。

水果干。说到水果干，有人认为

它没啥营养，有人认为它含有太多添

加剂，并不健康。其实，真正的水果干

是水果经过干燥工艺制成的产品，制

作过程既不加糖，也不加盐，没有任何

香精、色素等参与。这个干燥过程，会

浓缩水果中的糖分、蛋白质、脂肪和多

种矿物质，膳食纤维和一些不怕热的

抗氧化成分、维生素也会被浓缩。因

此，葡萄干、芒果干、杏干等天然水果

干，可以帮助人体补充钾、钙等矿物质

和膳食纤维，尤其适合夏季出汗多时

食用。需要注意的是，购买时，仔细阅

读包装上的标签，选择非油炸，没有额

外添加盐或糖的天然水果干。

苦瓜。在网友评选的“十大最难吃

蔬菜”榜单中，苦瓜以高票当选“最难吃

蔬菜之王”。其实，苦瓜中的苦味物质

对身体有多种保健功效，比如提高人体

免疫力，清热解毒、增进食欲等，非常适

合夏天食用。此外，苦瓜中还含有类似

胰岛素的物质，有降血糖的作用，是糖

尿病患者的理想保健食品。苦瓜可炒

食、凉拌、煮汤，对于怕苦的人来说，可

将苦瓜去籽和筋后，切成条状或片状，

用热水焯一下，放在冰镇的纯净水中10

分钟，苦味会大大减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主

任张忠涛教授指出，国人对肥胖存在一定的误

解，认为肥胖并不是病，其实一旦肥胖，糖尿病、

三高、呼吸睡眠暂停、眼底疾病、骨关节炎等一

系列并发症会接踵而来，科学减重势在必行。

肥胖，疾病的温床

肥胖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导致一系列相

关疾病，严重影响身体健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院长刘金钢教

授向记者介绍了有关肥胖的基础知识：临床上

诊断肥胖以体重指数（BMI）为标准。就亚洲地

区人群的体质及其与肥胖相关疾病的特点而

言，正常人的 BMI 指数是在 18.5—24.9 之间，

25—27.4之间为超重，27.5以上即为肥胖症。

“许多人认为，胖仅仅影响的是外观形

象，其实不然。”刘金钢表示，肥胖，是各种疾

病的“温床”，会导致一系列的相关疾病，甚至

死亡。在美国，肥胖是仅次于吸烟的第二位

常见的死亡原因。研究显示，肥胖症使预期

寿命平均减少 6—7 年，其中严重肥胖症使男

性预期寿命减少 20年，女性减少 5年。

刘金钢透露，由于脂肪细胞的增加，肥胖

症患者容易患上糖尿病、癌症、心血管疾病、

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非酒精性脂肪肝、不

孕不育等并发症；而由于脂肪体积的增加，骨

关节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社交障

碍等疾病也会随之而来。

刘金钢说，“不少已经预约手术的大胖子

们还没等到手术的到来，就因各种并发症被夺

走了生命。”他提醒，除了BMI指数外，体脂比、

腰围、血糖、血压、血脂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睡

觉打呼噜、骨关节无端发炎，都要引起注意。

减重术可改善胖子健康问题

减重是预防和减少肥胖并发症的发生发

展，让肥胖症患者回归社会、提高生活质量、

延长寿命的唯一方法。

“实上，当患者的体重减轻后，因肥胖而

引起的很多并发症都会得到相关的缓解或改

善。”张忠涛表示，相比不接受减重手术的患

者，减重手术降低肥胖者患糖尿病风险 83%。

2013 年底，著名的美国克利夫兰医疗中

心公布了 2013 年十大医疗创新，减重手术治

疗糖尿病位列榜首。越来越多的患者接受减

重外科手术的成功案例，最大程度的证明了

减重手术的有效性。

“减重手术术后一年平均体重降低 31 公

斤，体重降低后可以有效缓解体重对于骨骼

的压力，从而缓解骨关节炎。”张忠涛介绍说，

减重手术可以有效解决和改善心血管疾病，

70%以上的患者高血脂得到了改善，78.5%以

上的患者改善了高血压症状。对于合并肥胖

的多囊卵巢综合征而言，减重手术是最为有

效的治疗选择之一。此外，减重手术还可迅

速减少下尿路症状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张忠涛透露，加强减重治疗可以有效减

低肥胖病人的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事实

上，相比药物治疗，实施减重手术的患者在

整体健康，心理健康，身体与社交功能，痛苦

缓解以及个人精力恢复方面都有不同程度

的改善。

减重手术在全球是一项开展了多年的成熟

手术，单 2014年全球就已经开展了几十万例。

张忠涛特别指出，现在的减重治疗应由包括外

科医师、内科医师、营养师、理疗师、和精神科医

师等的一个团队完成，所谓的多学科合作更多

的是以患者为中心，在工作程序方面相互的信

任和协作。“疾病的治疗不应从内外科区分，而

是应从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干预。”

减重是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工程

事实上，减重手术在欧美、澳洲已是常见

手术，在我国却开展的不多。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我国目前有超过 1 亿的肥胖患者，位居

世界第二位，是减重外科的对象，但他们却没

有得到适当的治疗，减重外科的发展在我国

任重而道远。

“对于重度肥胖病人而言，减重手术治疗

是获得长期而且稳定效果的唯一手段。”中国

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副院长王勇教授用动

画演示的方式，深入浅出的讲解了减重手术

的实操模式。他解释说，随着医疗技术日新

月异的发展，现在的减重手术可以用腹腔镜

微创手术技术来完成。与常规手术相比，腹

腔镜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与剖腹手术相

同，而且具有切口小、出血少、痛苦轻、恢复

快、并发症少的优势；就医学经济学而言，外

科治疗可降低病态肥胖者总的医疗费用。

王勇特别强调，减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

的工程。科学的治疗，是预防和减少肥胖并

发症的发生发展，让患者重返工作生活、提高

生活质量、延长寿命的有效手段。

三位教授一致认为，肥胖是一种病，让患者

身心饱受困扰。肥胖或超重的人群关注自身健

康刻不容缓，日常必须加强运动锻炼，合理控制

体重，必要时选择科学的手段治疗，方能以轻盈

的身姿、饱满的状态展现生命的活力。

据了解，全国35个城市62家医院将共同举

办大型义诊活动，为饱受肥胖困扰的患者提供

免费的BMI筛查和疾病咨询，零距离和专家面

对面，全面了解肥胖及其并发症的相关知识。

走在路上有没有发现胖子越来越多？据了解，全球有近1/3的人超重或肥胖，而在中国，
目前约有43.6%，即6亿中国人超重或者肥胖。肥胖已成为全国的一大难题。请关注——

减 肥 不 为 美 ，健 康 更 重 要
本报记者 李 颖

科技日报讯 （王小燕）近日，三维设计

软件公司欧特克发布 2016版设计、工程和施

工解决方案及产品组合，以此推动向建筑信

息模型（BIM）的转型。

新版建筑和基础设施行业解决方案强

化了欧特克建筑设计套件（BDS）、欧特克

基础设施设计套件（IDS）和欧特克工厂设

计套件（PDS），并新增了许多功能，从而满

足当前全球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民营

客户对使用 BIM 的要求。欧特克专为建

筑师、工程师和施工方打造的套件提供了

BIM 项目所需的软件和云服务，能够帮助

已经采用 BIM 的企业保持竞争力，同时协

助那些正在向 BIM 转型的企业轻松灵活

地完成过渡。

据了解，2016版建筑设计套件提供了一

系列可互操作的设计软件，支持建筑信息模

型（BIM）和基于 CAD的工作流，同时帮助建

筑设计、水暖电、结构工程以及施工领域的

专业人员设计、仿真、可视化和建设更优质

的建筑物。

欧特克公司工程建设行业经理肖胜凯

表示：“国家积极推进实施的‘一带一路’战

略强调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跨区域合作的

重要性，而欧特克 2016版解决方案将以前所

未有的多种方式、扩展的云服务和灵活的软

件授权方式为协同工作流程提供支持，使客

户能够随时随地访问所需资源，打造高适用

性的多领域的动态环境。”

新版建筑和基础设施行业软件发布
■数字时尚

在第十八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北京东方恒源科技有限公司展示一款“让能量动起来”的概念车引
人们关注。其研发者的理念是把极冷的液态空气（约-200℃）作为介质吸收环境已有的热能，取代化石燃料燃烧的热
能为发动机提供能源，是用“低温”热量转化为动力驱动汽车，实现节能、减排、增效。 本报记者 董志翔摄

（上接第一版）
目前，国际宇航界已将电推进技术列为未

来十大尖端技术之一，并将其作为衡量未来大

容量、长寿命卫星先进性的重要“标杆”。大力

发展电推进技术成为各航天大国的共识。资

料显示，目前国际上已发射和计划发射的全电

推进系统航天器数量已经突破 50 颗，未来国

际宇航发射中采用电推进系统的航天器所占

比例将进一步扩大。

我国全电推进系统已
具备在轨应用能力

对于电推进技术，我国开展了长期科研攻

关，有着坚实的技术储备。

周志成介绍，我国东方红三号 B卫星平台

加载电推进系统后，与美国劳拉公司、欧洲泰

雷兹公司等相比，电推进系统的应用方案基本

类似，技术指标水平相当，平台的性价比、载荷

比达到或略优于国外同类卫星水平。目前五

院通信卫星事业部已将抓总开发的东三 B 平

台、东四增强型平台推向市场，新一代东五平

台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

在全电卫星领域，我国与世界航天强国同

时起步，并在关键技术上取得重要进展。

2012 年 10 月，我国实践九号卫星发射升

空，对多种电推进技术方案的正确性、在轨工

作性能、与航天器的相容性以及长期在轨工作

能力进行了成功验证，意味着我国全电推进系

统已经初步具备在轨应用能力。

“通信卫星上采用的电推力器主要有离子

推力器和霍尔推力器两种。”周志成说，波音公

司和日本卫星主要采用离子推力器，劳拉、洛

马和泰雷兹、空客等公司主要采用霍尔推力

器。两种推力器本质上一样，都是用电能将惰

性气体氙气电离，形成由离子和电子组成的等

离子体，离子在电场作用下加速喷出，产生推

力。不同的是，离子推力器的电离区和加速区

分离，推力器效率更高，比冲更高，缺点是组成

复杂，电源种类多；霍尔推力器的电离区和加

速区是合一的，因而体积更小，电源种类少，缺

点是比冲低，羽流角偏大。“这两种推力器在国

内研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并在实践九号卫星

上开展了搭载试验。”他说。

周志成表示，目前我国有多家单位完成大

功率长寿命多模式电推力器的样机研制，并通过

了长时间稳定点火试验；小推力长周期联合姿轨

控技术等其他关键技术也取得重要进展，达到工

程可用要求。同时我国已完成了全电推进卫星

平台方案的详细设计。“针对国内外用户需求，我

国已经完成多颗全电卫星的项目建议书”。

预计到 2020 年，我国将实现千瓦级电推

进产品的批量化推广应用，实现快启动电推

进、多模式电推进产品的可靠性提升，完成 50

千瓦量级大功率推力器主要关键技术攻关。

（科技日报北京5月14日电）

我国首颗全电推进卫星问世指日可待

（上接第一版）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联席会议召

集人万钢在主持会议时说，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

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科技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取得重大突破，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正式运行，中

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将从“部门分散”

管理转变为强化宏观统筹。各成员单位将加强

协同配合，充分发挥部门功能性分工，共同努力

将联席会议真正打造成国家科技管理平台的中

枢，发挥好其在科技计划管理等方面的议事协调

和综合决策作用，打破过去部门在科技计划管

理、创新资源配置方面分割封闭的局面，通过管

理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创新活力，在我国经济发

展进入“新常态”，加快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充

分发挥好国家科技计划在促进“转方式、调结

构”、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推动“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方面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根据会议议程，第一次全体会议围绕深入推

进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进

行了深入研讨，审议通过了联席会议议事规则、

研究讨论了战略咨询与综合评审委员会组建方

案、专业机构改建方案、科技监督和评估体系建

设工作方案、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工作，

明确了深入推进相关改革的工作重点和实施步

骤。下一步，各成员单位将根据本次会议精神，

围绕国家科技管理平台的“一个制度、三根支柱、

一个系统”，加快推进相关工作，使公开统一的国

家科技管理平台早日建成，早见成效。

在加快建立国家科技管理平台的同时，深化

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其他工作也同步加

紧推进。现有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的优化整

合工作已经初见成效，首批47项已经完成整合，并

在2015年预算中体现；按照新的“全链条部署、一

体化组织实施”方式形成的6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重点专项试点，也已经完成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将

按照程序经联席会议审议后启动实施；面向“十三

五”的重点任务需求征集工作已经开展，将按照聚

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原则，依托联席会议工作

机制，各相关部门、地方共同加紧开展凝练工作，

形成一批目标明确、边界清晰的高质量的重点任

务，纳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集中部署。

联席会议将按照国务院批复的制度安排

和议事规则，形成稳定的工作机制，定期和不

定期召开不同层次的会议，聚焦重大问题，加

强民主协商和集体决策，形成管理合力，为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应有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