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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机场附近，夜晚的时候，我经常仰望

天空看一架架飞机从头顶飞过。发现它们都闪烁

着同样的光芒，左侧的翼尖是红光，右侧的翼尖是

绿光，尾部的则是白光。那么飞机的航行灯为什

么要这样分布呢？

你的观察真的很仔细呢！说来惭愧，我都

没有注意到飞机的航行灯是这几个颜色。不过

我们可以找航空专家张宝鑫来说说这个问题。

飞机的航行灯其实是脱胎于船舶的航行灯，

船在航行时应当显示白光桅灯一盏，红绿光舷灯

各一盏，白光尾灯一盏。飞机为了避免空中碰撞，

也采用了这三色航行灯来表示方位。

飞机上的三色航行灯，在世界各国有统一的

规定: 顺着飞机方向看上去，左翼尖端的为红色

灯，右翼尖端的为绿色灯，垂尾顶端的为白色灯。

为了增大可视程度，有的飞机在翼尖还安装两组

同样颜色的灯。

尽 管 有 地 面 管 制 员 对 飞 机 的 监 控 以 及

TCAS 系统的监视，但航行灯对飞行员的警示和

进一步的判断作用也极其重要。飞机驾驶员在驾

机飞行的过程中，如果看见前方飞机的航行灯是

左红右绿中间白时，便知道它是跟自己顺航，也是

向前飞行的，只要保持好一定距离便不会相撞；如

果看到的是左绿右红中间白，就知道飞机是朝自

己迎面飞来的。由于两架客机的相对速度约为

1800千米/时，从发现到相遇大约只需 10秒，因此

这个时候飞机驾驶员就会立即采取躲避措施，避

免两机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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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航行灯为什么这样分布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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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话 《西游记》里，纵使孙悟空一身武艺、火眼金

睛，既会七十二变，又能翻筋斗云，也还是逃不脱

如来佛的五指山，他万料不到自己的命中会有此

一劫。那么，没有一身武艺但有一腔科研精神、

不会七十二变但也三头六臂的研究生们，他们又

是否预料得到自己会遭逢投论文被毙的大劫？

近日，英国莱斯特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这

很有可能是他们没有挑对日子，恰好赶上了审

稿人的“生理期”。研究人员对 JSCS 杂志 2013

年至 2014 年间的 596 篇投稿论文进行了研究，

他们比照了投稿日期与命中率之间的关系，发

现了神奇的“周二—周三”效应。即周三的论文

投稿数最多，接受率也较高，而周二的论文接受

率则最高。如果投稿者不幸选择了周末，那么

他们就撞到了枪口上，那两天的拒绝率达到一

周内的最高，可谓是“投稿不宜”。

这让人不禁要问，难道投稿真的要看黄历

吗？在看似非理性的结果背后，究竟是什么在

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命中还是失败，由

谁说了算？

影响因素一：所处情境的冲突

不依赖于情境的判断是不存在的。在上述

的投稿事件中，论文是去是留，须看投稿者与审

核者之间所处的情境是否冲突。

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忙到葛优瘫的实验室

里，研究生们的作息如下：工作日忙实验、周末忙

论文，周一再交给导师修改，于是投稿时间也就

顺延到了周中。这时对于审稿者来说，也刚刚趋

近工作日的中点，可谓是两者的情境相融合。

但是，如果遇到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研究

生，他在工作日玩命地兼顾实验与论文撰写，找

导师提供修改建议，又急急忙忙地赶在周末交

稿，那么他将很难在“速度”与“质量”之间取得

一个平衡。再对比审稿者的情境来说，恰逢休

息日，却要加班看稿，心情不爽以至于让拒稿率

上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也不排除有一种投稿者叫做“学术大

神”，不管黄历上怎么写，就算“投稿不宜”，他也

能分分钟就命中。也有一种审稿者叫做“工作

狂”，不管今天礼拜几，他都能随时办公，维持一

致的态度。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处

在不同情境中的人，只是选择性地注意到了自

己所处的情境，却忽略了对方的情境因素，这种

知觉上的盲点将会成为决策中的一种限制。

影响因素二：先验性的认知

对人或事的固有认识及惯性思维也会影响

一个人的判断。比如，一位研究生，他写出来的

论文初稿糟透了，反复修改多次后，总算勉勉强

强，却好像并没有什么亮点。当他回顾大学时

代的毕业论文及他在学术写作上的经验，发现

自己一贯的行为模式即是在这方面表现平平。

导师让他再多加斟酌，他却对自己不抱什么期

望，怀着“估计跟大学时一样投不中”的心情，他

匆匆忙忙地找了当地一家期刊投了稿，其中尚

有几处地方未曾优化。结果这位研究生果然收

到了编辑的退稿信。

同样的，就编辑而言，若是多次收到同一个

人拙劣的稿件，他也会对这个人之后的稿件抱

有成见：“不用说了，一定不行。”当他带着挑错

的眼光去进行审核，那么自然也会发现更多的

错误与不完美之处。

可以说，先验性的认知就像是一场自证式

的预言，它将决策中的非理性凸显到最大，最终

的判断结果也未必是趋向真实的，但却是人们

自己最为相信的那个结果。

影响因素三：对结果的评价

在多局的决策行为之中，人们对每一局结

果的评价，又会影响到对下一局的判断。

比如，同样是面对一次投稿失败的结果，一

些人将之归因为“准备不足”或者“没看黄历”等

外部因素，他们并未对自己失去信心，而是能从

结果的反馈中看见自身的盲点，适时地变换策

略：改换投稿的时间、换投一个更加适合的期刊、

付诸更多的准备时间等等，如此便能在下一局中

抢占先机，化劣势为优势。另一些人则将一次失

败归因为“我能力不行”“我就是做不好”等内部

因素，他们带着认命的态度去应付论文投稿这件

事。这时投稿便沦为了一场习得性无助感的不

断再现——只觉得自己哪哪都不行。且因不确

定性的消失，判断所带来的赌博乐趣，也就荡然

无存了。 （作者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论文投稿要不要看黄历论文投稿要不要看黄历

倪雅琪

春茶有农残春茶有农残？？基本不打药基本不打药！！

其他误区

插线板在我们的生活中再平常不过了，在给我们用电带来便利的同时，由

不合格产品引发的事故也是令人触目惊心。为了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人身、

财产安全，插线板新的国家标准将于 4月 14日正式实施。

插线板使用中很容易被儿童接触，而好奇懵懂的孩子可能会用钥匙等小

金属物件触碰插线板插孔，从而导致触电风险，为此，新标准增加了设置保护

门的要求。保护门是设置在插座插口内的挡片，其必须能够防止单极插入，只

有两孔或三孔同时插入且达到一定力度时才能接触带电部件。

此外，新国标还对插线板导体横截面积进行了提升，并要求针焰明火与

插座接触 30 秒钟后不起燃，或者起燃 30 秒后自动熄灭，提高绝缘材料的阻

燃性能。

据悉，虽然新标准将于 4 月 14 日实施，但旧产品过渡期将截止到 2018 年

10月 13日，即 2017年 4月 14日前生产并符合原国家标准的产品，允许销售至

2018年 10月 13日。

新国标将实施
增加保护门让插线板更安全

清明前后，又到了春茶上市的季节，一
则关于茶的“应景”文章也同时刷爆朋友
圈。文章指出“春茶中含过量农药，一喝就
中毒。而夏秋季的茶叶更是可怕，连茶农自
己都不喝。”喝茶真的等于“服毒”？现在的
茶叶到底还能不能喝了？带着这个问题，记
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春茶农药残留的问题，说了很多次了，但

每年这个时候还是会有人来问。”中国农业科

学院茶叶研究所陈宗懋院士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春茶一般指由越冬后茶树第一轮萌发的芽

叶采制而成的茶叶。“我国很多茶区尤其是名优

绿茶区，春茶生产期间因气温较低，受病虫害的

影响非常小，因此基本不用药。”茶树的主要虫

害如茶小绿叶蝉、茶尺蠖等在 6月中下旬到 9月

份发病率较高；而茶树常见病如茶轮斑病、茶云

纹叶枯病、茶炭疽病等则会出现在潮湿多雨的

季节，因这些病对茶叶的产量影响不大，茶农也

不会用农药。

陈宗懋说，以现在市场上价格比较高的明前

茶（清明节前采摘的茶叶）为例，除了口感好、营养

成分高外，还较少受病虫害影响，农药污染小，特

别是早期的春茶，更是一年中绿茶品质最佳的。

误区：春茶中含过量农药

真相：受病虫害影响小基本不用药

陈宗懋告诉记者，6 月中下旬到 9 月，随着

温度升高、降雨量充沛，茶叶病虫害较为集中，

才会较多地使用农药，这时恰好是一些地区夏

秋茶采摘的季节，为此，可以说夏秋茶相对于春

茶的农药使用量大。

不过，即使用药，大多数茶园使用的农药种

类和量也是按照国家标准来的。我国《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最大农药残留限量》对茶叶

的农药残留有严格的规定。2016 版限量标准

规定了 48项农药在茶叶中的限量要求，比 2014

版新增了 20项，而且对一些农药限量要求也变

得更严格了。例如，一种名为“灭多威”的农药

限 量 标 准 ，由 2014 版 的 每 千 克 3 毫 克 ，降 为

2016版的每千克 0.2毫克。

“在茶园中使用农药是正常的农业措施，问

题是农药的品种、剂量和安全间隔期，只要按照

规定采摘的茶叶，经加工制成的茶叶产品都是

安全的。”陈宗懋说。

据介绍，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茶叶

生产就全面停用高毒高残留农药，使用的是低毒

低残留农药；以前用水溶性较高的农药，现在普

遍用水溶性低或基本不溶于水的脂溶性农药，在

茶汤中的浸出率极低。“我们只喝茶汤不吃茶叶，

因此在茶园中推荐使用水溶解度低的农药，就是

希望这些农药能够把茶园中的有害生物杀死，即

使在茶叶中会留下少量的农药，但它们在泡茶过

程中仍然会留在茶叶中而不会进入茶汤里，因此

对饮用者来讲是绝对安全的。”陈宗懋说，国家对

茶叶的农残监管从未松懈，事实上现在的茶叶比

以往更安全了。“有农药残留不等于有毒，只有高

于标准的残留才会对健康有风险，只要残留量在

限值之内，就是安全的。”

误区：夏秋茶农残严重

真相：有农药残留不等于有毒

记者注意到，生活中很多人都有喝茶前洗

茶的习惯，这其中不乏“出于安全的考虑”：一是

茶叶有农药和重金属残留；二是茶叶在生长、加

工、储运和销售过程中存在污染，所以洗干净了

才能喝得放心。

对此，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副所长、国家

茶叶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国家一级评

茶师龚淑英教授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从常见的洗茶手法来看，人们洗茶并不像

洗衣服那样进行揉搓，其实就是把茶叶用热

水涮一遍，在这个涮的过程中即便能除掉污

染物也只能涮掉茶叶表面的污染物。但为此

误区：洗茶可以洗掉农残

真相：仅洗掉表面污物和营养物质
近日，《京津冀地区快递服务发展“十三五”规划》（简称《规则》）发布。根

据规划，预计到 2020 年，京津冀地区快递业务收入达到 850 亿元，区域内快递

服务达到“同城化”水平，基本实现主要城市当日达、次日达，并将全面落实寄

递渠道安全管理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 3项制度。

京津冀快递服务网络将实现农村全覆盖，达到“乡乡有网点、村村通快

递”。国际网络将初步建立通达五洲，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快递服务网

络。京津冀三地还将加快末端建设，以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楼宇为重

点，大力推广智能快件（包裹）箱，提供 24 小时自助服务，到 2020 年，安装格口

数超过 100 万个。此外，重点快递企业的枢纽型分拨中心自动化设备配置率

则将达到 60%以上，重点快递企业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超过 5000辆。

《规划》指出，要推进快递诚信体系建设，健全快递业信用管理体制，完善

信用信息采集和公示工作机制。将制定诚信等级标准，建立快递企业和快递

员诚信档案，实施违法违规信息公示。全面推进诚信邮政建设，建立违法失信

主体“黑名单”及联合惩戒制度。

快递发展规划发布
京津冀主要城市快递当日或次日达

茶的种类按季节分为春茶、夏茶、秋茶。很

多人以为春茶只有绿茶，其实不然。“中国以生

产绿茶为主，以绿茶为多，绿茶春茶品质明显好

于夏秋茶，这可能是大家认为春茶只有绿茶的

原因。实际上其他茶类也会在这个时间段采摘

制作。”龚淑英告诉记者。

一般来说，春茶指由越冬后茶树第一次萌

发的芽叶采制而成的茶叶。春茶中，除了西湖

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庐山云雾等知名

绿茶在当年 5月上旬之前采制外，安溪铁观音、

武夷岩茶等采摘时间在 4 月底到 5 月份之间不

等，云南班章区域的普洱茶在每年的 3 月中下

旬就开始采摘了，所以说春茶不只有绿茶，“所

有茶都有春茶。”

只有绿茶有春茶？

NO！所有茶都有春茶

我们经常听到“茶贵新”的说法，是不是

茶 叶 越 新 鲜 就 越 好 呢 ？ 龚 淑 英 说 ，并 非 如

此。刚采摘下来的春茶过于新鲜，不经氧化

的多酚类物质和醛类物质含量较多，对胃肠

黏膜有强烈地刺激作用，容易让饮用者产生

肠胃不适。再者，新茶中的咖啡因、活性生物

碱以及多种芳香物含量也较高，易使神经系

统兴奋，饮用者如饮新茶过量，更易产生四肢

无力、冷汗淋漓和失眠等“茶醉”现象，神经

衰弱、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尤应高度警惕。因

此，春茶买回来后最好放置一周到半个月，待

茶中的多酚类物质等适度转化，对胃肠的刺

激降低以后再喝，这个时候茶叶的口感会更

醇厚、回甘会更好、更养胃。

茶叶越新鲜越好？

NO！春茶应放置一段时间再喝

茶叶贮藏保鲜的四大影响因素是温度、湿

度、氧气和光线，因此，理想的茶叶贮藏保鲜条

件是低温、低湿、绝氧和避光。龚淑英说，一般

茶叶商品均有包装，茶叶购买回来后，不要拆

封，可直接放到冰箱内冷藏，如果保存妥当，两

年内基本跟新茶口感差别不大。而有些茶、则

在一段时间的常温存放后，口感会更好，如白

茶、普洱茶、武夷岩茶，只要保管得当，陈茶同样

香气馥郁，滋味醇厚。

此外，冰箱贮藏茶叶时，一要防止冰箱中

异味污染茶叶；二是茶叶含水量要低，必须是

干燥的且要密封。存放茶叶的容器一定要干

净无味，不与其他食物混放，以免串味而损害

茶叶的香气。茶叶从冰箱取出后，不要马上拆

封，待茶叶温度回升到与环境温度相同时再打

开品饮。

茶叶都应放冰箱保存？

NO！有些常温存放口感更好

却会洗掉茶叶的一些营养成分，令其口感大

打折扣。

据她介绍，茶叶在由鲜叶制成成品茶的过

程中，几乎都要经过一个揉捻或理条塑形的工

续，在这一过程中，茶鲜叶内的蛋白质、氨基酸、

多酚类等部分营养物质会随着茶叶的汁液外

溢，茶叶干燥加工后，这些营养物质会以结晶态

的形式附着于茶条表面，这些物质大多属水溶

性物质，一旦与热水接触，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

便会大量溶解于水，也就是说，短短几秒的洗茶

过程却洗掉了很多茶叶精华。

“其实茶叶大多来自山区且雨水充沛的地

区，采茶期间，下雨天多，对茶鲜叶有冲洗的作

用。特别是生态环境好的地区出产的茶叶，或

者大品牌茶厂出产的茶叶质量更有保障，饮用

前无需洗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