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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快到了，相信在这“虐狗”的日子，男同

胞们少不了要买点玫瑰哄哄女朋友。但是我听说

现在市场上卖的所谓玫瑰，其实都是月季。真的

是这样吗？

这个问题对于从来没有收到过玫瑰花的包

包来说，简直造成了一万点伤害。我认为情人

节能收到花就很不错了，管它是玫瑰还是月季

呢！不过本着科学的态度还是让我们来听听国

家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委员会委员

杨玉勇怎么说。

一直以来，玫瑰都象征着爱情。不过，目前市

场上流通的“玫瑰花”却不是玫瑰本尊，而是玫瑰

的姊妹花——月季，园艺上称为现代月季，也叫

“鲜切玫瑰”，是以中国古老月季、中国香水月季为

亲本跟各种玫瑰、蔷薇反复杂交培育出来的。

说起来，玫瑰和月季二者同科同属，虽为“姊

妹花”，却并不完全相同。

玫瑰枝干上的叶片小而密集，月季的叶片大

而松散，这是二者最大的区别。一般而言，玫瑰一

个复叶有 7—9片叶，月季大多只有 5—7片叶。玫

瑰花枝上的绒刺很多，而月季只有较少的大刺。

玫瑰只有 1—5 轮花瓣，花瓣比较柔软，并不十分

好看，而月季的花瓣能达到 5 轮以上，更具观赏

性。真正的玫瑰原产东亚，春夏之交开花，是单季

花卉，难以周年供应，没法做鲜切花。月季则多是

周年开花。

东方人愿意将玫瑰、月季区分开来称呼，但西

方人通常都称为“rose”，所以公众并不需要在名

称上过分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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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我们送的玫瑰都是月季？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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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话

嘿，情人节又到了，你打算怎么过？像每

个节日一样“买买买”，在朋友圈晒巧克力和玫

瑰，跟伴侣看电影吃晚餐，或干脆发出单身狗的

哀鸣？不管怎样，人们热衷这个舶来的节日，无

非想要点浪漫，但“强行浪漫”的结果往往是“我

可能过了假情人节”——钱和时间没少花，过后

却只觉倦怠，甚至还有一丝丝尴尬……如果是

这样，不妨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窥探一下

“假情人节”假在何处，以及如何享受真正的

浪漫。

再深的套路也骗不过
忠诚的脑体验

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玫瑰、巧克力、

烛光晚餐一应俱全，还是觉得没劲。因为下一

秒要发生什么，以及这一切的筹划过程（可能是

反复要求的产物）和情绪反应（嫌麻烦、心疼钱、

觉得凑合或不满），身处其中的人都了然于心，

只是走个流程，做足套路。套路无法激发浪漫，

是因为我们身上负责生产浪漫体验的部分，没

错，就是我们的脑，它非常忠诚。

美国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的神经系统科学

研究团队，通过脑部刺激实验的图像扫描发现，

人类大脑中有 4 个特定区域，与“爱情”“浪漫”

有 关 ，分 别 是 腹 侧 被 盖 区（VTA）、伏 隔 核

（NAcc）、腹侧苍白球（VP）和中缝核（RN）。它

们负责提供愉悦、激越、类似成瘾的情感依赖、

安全感、分手后的安抚与爱的记忆唤起等一系

列情感体验。其中，腹侧被盖区是人体两条主

要的多巴胺神经通道的组成部分。多巴胺被称

为“爱情荷尔蒙”，当我们发现与自己匹配的对

象，或被适合的场景刺激，脑内就会分泌多巴

胺，多巴胺传递到上述区域，激活细胞，我们便

进入相应的敏感状态，能轻易捕捉那些来自特

定对象或周边环境中与爱、性、情感有关的信

号。通常，我们还会无意识地强化这些信号，即

使平凡的人与场景，也能幻化出非同一般的浪

漫体验。反之，当多巴胺沉寂、特定区域没有

“亮灯”时，就算玫瑰漫天、香槟成海、情话滔滔

不绝，我们也会无动于衷。

激发浪漫“三法宝”：角
色暗示、非现实感、行动刺激

以上，我们了解到浪漫是以生理感受为基

础的心理体验，那怎样才能激发这种体验呢？

来试试这 3件“法宝”。

角色暗示
要享受情人间的浪漫，我们得尝试从既有

的角色中剥离出来，给自己一个暗示：“（即使只

是今天）我不是谁的老公（老婆）、爸爸（妈妈），

只是一个渴望情感的人，我可以单纯地表达我

的需求，并获得满足”。在这样的角色暗示下，你

要以更自由、更纯真的态度进入一段互动，即使

与你共度节日的对象仍是最熟悉的那个人，也不

妨赋予彼此新的角色，并达成共识：“我们不是赶

时髦或例行公事，也不是为了发朋友圈炫耀，只

是想重新发现对方、吸引对方、体验一段最真挚

的情感”。这样，说不定能帮助你们

发现新的联结点，实现感情的增益，

那可是意外的节日礼物。可如果实

在勉强，也不必纠结，毕竟，在一段

关系里寻求所有满足，本来就是件

过于奢侈的事。

非现实感
心理学家对“造成浪漫或爱情

体验的场景”进行过专门研究，发现

了诸如“吊桥效应”等有助于提升体

验的特殊元素，这些元素有一个共

同特征，即“非现实感”。我们对浪

漫的渴望，其实也是超越日常生活

的愿望，与日常差异越大的形象、场

景，越能吸引心理聚焦、形成大脑刺激，催化多

巴胺传递和特殊区域“亮灯”。所以，玫瑰、巧克

力、烛光之类“情人节标配”未必是营造浪漫气

氛的最佳选择，朋友圈更是把你拉回现实的绳

索。想过个浪漫的情人节，你应该更有创意，寻

找你和情人专属的、充满梦想色彩的空间与方

式，在一年 365 天中开辟出没有现实包袱的一

天，那一定会为你们留下难忘的记忆。

行动刺激
既然浪漫与荷尔蒙有关，就来帮助荷尔蒙

释放吧。拥抱、亲吻、甚至更加亲密的接触和另

类的视觉刺激，都能促进多巴胺等激素分泌，令

我们获得更充足的浪漫体验。与其勉为其难用

那些生硬的方式“过节”，还不如两人好好享受私

密的乐趣。浪漫是真实的体验，就让它回归最真

挚的愉悦吧。 （作者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假情人节与真浪漫

蒋 硕

相关链接

“京津冀交通互联互通正在加速推进。”在近日举行的中央媒体“京津冀协

同发展调研行”采访团座谈会上，天津市市长王东峰表示，要着眼于大交通体

系，加快区域性铁路、公路、海空港一体化发展，今年，京津冀所有公交有望实

现一卡通行。

王东峰介绍，京津城际及延长线、津秦、津保、京沪等 5 条高铁建成通车，

京津保核心区 1小时通勤圈初步形成。京滨、京唐城际取得国家核准，先期工

程开工建设。在公路方面，京台、京秦高速天津段建成通车，唐廊高速天津段

主体工程基本完工，高速公路“断头路”、国省干道“瓶颈路”加快打通。

目前，京津冀公共交通“一卡通”在12个城市实现互联互通，据王东峰透露，

今年要争取所有公交实现一卡通行，高速公路ETC收费方式实现全市全覆盖。

京津冀所有公交今年有望实现一卡通行

天文预报显示，农历丁酉鸡年将发生两次日食和两次月食。两次日食的

时间分别为 2月 26日的日环食和 8月 11日的日全食。

天文预报显示，本次日环食始于南太平洋，穿过南美洲的智利和阿根廷以

后进入南大西洋，结束于非洲西南部，受地理位置影响，我国公众无缘目睹“大

钻戒”风采。而 8月 11日上演的日全食的全食带西起东北太平洋，陆上区域只

经过美国这一个国家，在大西洋中结束。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

理事史志成说：“感兴趣又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公众，可飞赴美国进行观赏。”

2017 年发生的这两次月食，一次是半影月食，一次是月偏食。半影月食

发生的时间为 2月 11日，我国大部分地区可以看到“带食月落”。与这次半影

月食相比，8月 7日晚至 8日凌晨的月偏食在我国的观测条件更为理想。“我国

很多地方可观测到全过程，届时，人们能欣赏到大半个月亮进入地球影子的美

妙情景。”史志成说。

农历鸡年将发生两次日食和两次月食

此前，美国“安布罗西亚”公司曾招募 600

名志愿者，分别在两天时间内接受 16岁至 25岁

间的捐赠者捐出的血液。参与者需为此支付

8000美元。

在一个月时间内，有 30 名参与者一次性

接受输入约两升被移除了血细胞后的血浆，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出现“看得见的好处”，

如注意力、外观和肌肉张力的改善等。

“换血的理论依据是‘异种共生’实验。在

经典‘异种共生’实验中美国哈佛大学的科学家

们把一老一少两只小鼠的血管连接起来，发现

年轻小鼠的血液可以让年老的小鼠恢复活力。”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翁杰敏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

当年 ，该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在《细 胞》杂 志

上 。 文 章 称 ，年 轻 小 鼠 血 液 中 一 种 名 为

GDF11 的蛋白质让年老小鼠的肌肉恢复了力

量。2014 年，哈佛大学科学家再次在《科学》

杂志发表论文，证实 GDF11 可以促进老年小

鼠骨骼肌活性及小鼠大脑中的神经发生和血

管形成。

对此，翁杰敏表示，实验表明，年轻血液中

的更丰富或者更有活性的因子如 GDF11（当然

还有其它因子）或许能促进细胞活性、增殖或者

更新，甚至有可能促进衰老个体细胞的重新编

程，使其恢复活性，从而促进个体的健康状况，

延缓或者缓解衰老。

“换血”可以重返青春？

年轻鼠血液可让老年鼠恢复活力

当垂垂老者、爱美人士们正为看到了曙光而

欢呼雀跃的时候，一项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

志上的最新研究却对这一理论发起了挑战。

美国研究人员通过实验鼠的研究发现，年

轻鼠血液并没有“返老还童”的作用，而老龄

鼠血液中存在的抑制素则可能是推动衰老过

程的原因。

为了研究血液对衰老过程的影响，美国加

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让年轻

鼠与老龄鼠交换血液，直到其中一只小鼠有一

半血液来自另一只小鼠，随后测试每只小鼠的

衰老指标。

研究人员发现，相比没有接受年轻鼠血液

的老龄鼠，接受了年轻鼠血液的老龄鼠在衰老

指标方面改善不明显。而接受了老龄鼠血液的

年轻鼠却发生组织或器官严重衰退的情况。

他们认为，老龄鼠接受年轻鼠血液之后产

生一些好处，可能是由于年轻鼠血液稀释了老

龄鼠血液中抑制素的浓度。

此外，在翁杰敏看来，通过换血达到“返老

还童”的目的，有太多问题需要厘清，首先换血是

否能抑制以及如何抑制人类衰老还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结果确定；其次更换多少血液、持续换血

多长时间才能有效，这些问题也都需要更多的

实验才能回答。“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异种共生’

实验中的年长小鼠和年幼小鼠之间的血液流通

是不经过处理的，而人类的换血问题要复杂得

多。目前已报道的实验基本都是在小鼠身上进

行的，还没有在更高等的动物身上进行，还需要

很多的实验包括人体实验来证明其可行性。”

换血抗衰老剧情大逆转？

老的没年轻，年轻的却变老了

虽然在抗衰老领域里希望曾不断遭遇破

灭，虽然对于年轻血液是否能“返老还童”还存在

争议。但是作为人类的你、我、他来说，始终希望

这一切是真的。然而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一切成

真了，那么换血真的有看起来的那么美好吗？

“当然不是。换血首先血型要匹配，要尽量

少地产生排它现象。所谓血型目前只是关于红

细胞和血清内抗体分型而言的，其实血型有多

种分型方法，血小板和白细胞也有分型的问

题。”翁杰敏说，就算以上各个层次都吻合，即不

存在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各个抗体不合，不

会出现任何溶血反应，但供者血清内各式各样

的抗体或是病原体如 HCV、HBV 等等都会对

受者造成风险。

翁杰敏表示，由于换血偶有血栓、空气栓

塞、心力衰竭和心脏停搏等危险，并有继发感染

可能，所以必须严格掌握指征。而且，有的人天

生免疫力就比较低下，根本抵抗不了换血或者

骨髓移植所带来的免疫排斥反应。因此，并不

是所有人都可以换血。实际上相关的实验在小

鼠身上容易进行，因为实验鼠的基因型是一样

的，但每个人基因型却不同。

“我个人觉得完全换血是不可能的，因为换

血 的 成 本 相 对 较 高 ，人 体 的 血 液 占 体 重 的

7%—8%，血液大概每百毫升 7000 元人民币，全

身换血的话价格太过高昂。而且换血也不是一

劳永逸的，血细胞在体内的寿命都比较短，起作

用的因子在血液中的寿命则更短。”翁杰敏说。

“这是一些机构的商业化运作，以达到某种

商业利益为目的。”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韩忠朝说，换血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撇开

上述问题不说，还涉及到伦理问题，用谁的血

换，这些血液来自哪儿，都需要严格的途径。脐

带血倒是不涉及伦理，但其数量不多，也需要配

型，而且是不是有一定的抗衰老作用，还都有待

进一步研究。

“换血”想换就能换？

需要面临排斥反应、副作用、高昂成本

每个人都想青春永驻，特别是女人。从遥远的古罗马到现在的英国伦敦，众多奇

葩的抗老秘籍被广为流传并深受推崇。

羊胎盘素 羊胎盘素取自羊生产后的胎盘，富含促成骨胶原所必需的原始物质，

如蛋白质、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等。据了解，使用时人们会先把注有羊胎盘素的面

霜涂抹在小号真皮滚轴式美容器上，用其对面部轻柔按摩 15分钟，促进血液流通，然

后施于额头。

鸟粪面霜“时髦辣妹”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是鸟粪面霜的拥护者，这个面霜的主

要成分就是来自于日本九州岛的一种稀有鸟类的大便。据了解，鸟粪会首先经过紫

外线消毒，并利用米糠消除异味。虽然这种面霜听起来让人不敢恭维，但并不影响它

神奇的焕肤功效。

黄金美肤 黄金成分被证明可以抗氧化，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使营养

能够快速地渗入肌肤，令肌肤鲜亮、滋润保湿，达到提拉紧致的效果。

在古罗马，黄金被广泛地用于治疗皱纹、细纹和炎症。传说埃及

艳后克丽奥佩特拉每天晚上睡觉时都戴着黄金箔面膜。

那些被热捧的奇葩抗老术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老梦。

近日，有媒体报道，美国一家初创公司开始尝试一项抗衰老方法：将被试者身体的血液更换为年轻人的血液，意图帮其“重

返青春”。消息一出，很多爱美人士开始蠢蠢欲动，与此同时，也有人产生质疑，用这种方法“返老还童”靠谱吗？会不会存在一

些潜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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