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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包，我听说最近湖南一名男子右手食指不

慎沾上了一点隐翅虫的毒液。他想到有关隐翅虫

毒液可致人死亡的传言，情急之下，竟拿起菜刀将

自己右手食指砍下。隐翅虫究竟是什么东西？它

的毒液真的有如此可怕？

我平时最怕虫子，估计遇到隐翅虫会被吓

死，但是能不能被毒死我还真不知道，不过世纪

坛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平教授知道，我们还是来

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隐翅虫毒液能致死的说法不科学，其毒液只

会导致隐翅虫皮炎。

隐翅虫停靠在人体上被拍死后，会释放出强

酸性毒素，这种毒素腐蚀性很强，接触到皮肤就会

诱发皮肤过敏反应，出现疼痛灼痒、片状水肿性红

斑或小脓疱、糜烂等症状。一般来说，一周左右症

状就会消失，不会留下后遗症，更不会引起脏器病

变，这一点大家尽可放心。

与蚊子叮咬的包相比，毒隐翅虫咬的包可以

说是“又辣又疼”。万一不小心与隐翅虫“亲密接

触”，千万不要用手去拍打。正确的做法是秉持

“你不伤它，它不伤你”的原则，轻轻将其吹走或者

用扇子拂开。即使不小心把隐翅虫一掌拍死在身

上也不用过分担心，可以用牙膏、苏打、肥皂水等

碱性物质清洗，中和其体液酸性，再用清水洗净

后，涂抹上风油精等即可。

碰上毒性强的隐翅虫，可能会诱发急性皮炎，

普通的皮肤药品非但不能治愈这种皮炎，还有可

能加重病情，市民这时一定要去正规医院接受治

疗，避免造成更严重的皮肤感染。

最后提醒大家在晚上睡觉前，注意打扫室内

外卫生，同时关好纱窗，检查床上是否有隐翅虫，

关闭灯光。尽量采取驱蚊措施，如点灭蚊器、擦花

露水等，避免隐翅虫“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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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最新发布的《2017 年第一季度中国手机安全状况报告》显示，超九

成钓鱼网站为不法分子自建，绝大多数的钓鱼网站“涉赌”。

这份报告指出，在手机端拦截的钓鱼网站中，正常网站被黑之后用

来 钓 鱼 的 网 站 占 比 为 9.1％ ，其 余 90.9％ 的 网 站 是 不 法 分 子 自 建 的 钓 鱼

网站。

在手机拦截的钓鱼网站中，以骗取钱财为目的的超过九成。其中，赌博

博彩类比重高达 76.3％，虚假购物和金融证券分别占比 12.4％和 4.2％。

报告指出，“涉赌”钓鱼网站通常以花式玩法、高额奖金作为诱惑，引

诱网友点击进入，甚至会仿冒成福利彩票或体育彩票的网站，误导网友相

信其可靠性。并且，此类钓鱼网站多在海外，一旦网友误信，造成的经济

损失则很难追回。

除了注意防范钓鱼网站外，恶意程序也在盯紧人们的钱包。报告指

出，通过调查第一季度新增恶意程序类型分布来看，新增的恶意程序主要

为资费消耗类，占比高达 71.7％。

超九成钓鱼网站为不法分子自建

相关链接

如果要写一篇“那些年，我们吃过的补脑保健品”，相信不同
年龄段的人都会往这个名单里添加属于自己那个年代的回忆。
也许我们都明白，这些“补品”的心理价值明显大于实际效果，但
却依然踊跃地当起了憧憬神通的小白鼠。

每年的五六月份，都是补脑保健品的销售

旺季。走访北京的多家药店，记者发现，氨基酸

口服液、深海鱼油、卵磷脂胶囊等各种号称可以

“补脑”“改善记忆”的保健品都摆在货架抢眼的

位置，这些保健品的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

等，有的一瓶价格甚至高达五六百元。

“这几款都是增强记忆力的，卖得特别好，复

习考试的学生吃了准没错。”在一家大型药店内，

当店员听说记者欲购买补脑保健品后，十分热情

地介绍起柜台上陈列的各种保健品。谈及这些保

健品的功效，店员表示，这些药能起到保健的作

用，改善注意力、增强记忆力、补脑健脑。

据记者观察，不时有人前来咨询，大部分是给

孩子购买的。“现在孩子课业负担重，他的很多同学

都在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或多

或少有点用吧，要不然怎么那么多人买呢。”家住北

京朝阳区的李先生说，“虽然孩子刚上高一，但保健

品这东西不是灵丹妙药，长期吃才有效果吧。”

一家药店的店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每年

高考中考前确实是这类保健品的销售高峰期，

但平时的销量也还可以。

除了在药店销售火爆，在各大购物网站中，

保健品也是近期炙手可热的商品。在一家购物

网站输入“高考、补脑”等字样搜索后，会出现上

百种相关商品。从销售记录中可以看到，这些

保健品月销量少则百余件，多则数百件。

高考中考前保健品旺销
多数号称能改善注意力、增强记忆力、补脑健脑

虽然家长们对这些补脑保健品寄予了厚

望，但是很遗憾，专家却指出，这些补脑保健品

更多的可能只是起到“心理安慰作用”。

“市场上号称有补脑功能的保健食品肯定

是不可信的，还有可能对孩子有负面影响，没有

必要花冤枉钱。”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

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迄今为止的研究并没有揭示出哪种食

物或保健品能明显改善脑力或提高智力。“人的

大脑在 3 岁时就已经发育完全，之后使用任何

产品都很难产生促进发育的明显效果。”

记者发现，目前补脑保健品按成分主要分

为磷脂酰胆碱、氨基酸、维生素、DHA等几大类。

以磷脂酰胆碱为主要成分的产品宣称能让

大脑持续清醒，消除因高强度用脑带来的烦躁、

精神倦怠、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但专家表示，

磷脂酰胆碱其实就是脂肪的一类，是神经细胞

的组成物质，对神经鞘的形成和神经传递有一

定作用。一般人只要合理饮食就不会缺乏此类

物质，通过保健品补充的意义不大。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蛋白质

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素，食物来源非常丰富，

肉、蛋、奶、豆制品等都富含蛋白质，正常饮食不

需要额外补充。另外，没有研究表明氨基酸有

改善睡眠，增进脑部活力的作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一名营养医师认为，一

些保健品号称含有多不饱和脂肪酸中的 EPA、

DHA成分，这些成分并非具有直接补脑和提高

智力的作用，它们在神经系统形成的早期，有益

于神经组织和神经纤维的发育，但对已经发育成

熟的大脑无法起到提高记忆力和智力的作用。

“因此市面上的补脑产品最多提供营养，保

持大脑正常运作，但不能够促进大脑发育。”朱

毅说，在对普通人群的观察研究中，没有发现此

类产品对人体大脑功能具有促进作用，有些人

感觉自己大脑功能有明显改善，多数是受心理

暗示的影响。“并且任何一种营养素的摄入量如

果超过人体所耐受的最高摄入量，它产生毒副

作用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至少会增加孩子的胃

肠道负担，反而可能导致考试时发挥失常。”

补脑保健品是否真有效
或许只是心理安慰，过量摄入反增肠道负担

心理话
倪雅琪

高考虽然结束了，但很快中考又要来了，

刚刚偃旗息鼓了一下又要被调动起来的，除了

人们关注的神经之外，恐怕还有各种号称可以

补脑益智的保健品。

不得不承认那些年，在那段连呼吸都透着

紧张的日子，我们病急乱投医般总或多或少地喝

过一些保健品。不过这些五花八门的保健品真

的能助考生一臂之力吗？

“情商”原本作为这个时代的宠儿，在与“智

商”“逆商”等一干手足兄弟的竞争之中，常居优势

地位。但最近，微信朋友圈流传的“黑”情商的“鸡

汤”——《你过得不好，是高情商惹的祸》《你惨遭

分手，就怪你情商太高》《你不开心是因为情商

高》……使情商一下子跌落尘埃。这究竟是怎么

回事？是世界变化太快，还是哪里出了错？

情商是认识、了解与控
制情绪的能力
“情商”一词，最初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约翰·

梅耶与彼得·萨洛维于 1990 年提出的，即一种

认识、了解与控制情绪的能力。

随着《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一书的

出版，情商开始引发全球性的关注与讨论。该书作

者丹尼尔·戈尔曼也被誉为“情商之父”，在书中，他

诠释了“情商”的概念，指出其包含五大方面：

第一，了解自身情绪的能力。即察觉情绪

的变化，审视内心的体验，并以此作为行动的依

据。第二，管理自身情绪的能力。即调控内在的

快乐、愤怒、悲伤、恐惧、厌恶、嫉妒等情绪，使之

适时适度地表现出来。第三，自我激励的能力。

即能够依据活动的性质或目标，调动情绪的功

能，为活动注入燃料与动力，提高做事的效率。

第四，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即能够通过细微的

社会信号，敏感地觉察他人的情绪反应及内在需

求。第五，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即平衡双方的

需求，友善地相处，达至人际和谐，且游刃有余。

那些下场糟糕的人只
是冒牌高情商

从上述的内涵中可以看出，高情商既关乎

人际层面，即平常所说的“设身处地”“善解人

意”；也关乎自我层面，即体察自身、重视自我的

情绪与需求。这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相反，正是由于对自我有足够的觉察与了解，才

能够进入他人的世界，并作出恰当的回应。也

正是由于能够很好地体谅与了解他人，从人际

关系中得到滋养与支持，方才更有力量观照自

我的内心，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然而，目前人们于对高情商的认知尚且停

留在分裂的水平上，似乎高情商的人要么迎合

他人，要么取悦自己。于是，一个处处低姿态、

委曲求全、讨好卖乖的家伙，竟摇身一变成为

“高情商”的代言人；而一个将他人视为踏脚石、

长袖善舞、利益优先的“变色龙”，竟也与“高情

商”沾上了边。这两种

人均以扭曲、虚假的面

具来面对周遭的世界，

却 没 有 在 人 际 与 自 我

两端设置一个清晰的界限，若长期处于这样失

衡的状态中，便迟早会被过剩的一端所吞噬。

而当那一刻来临，他们落得一个理所当然的不

堪下场，却任由“高情商”来背黑锅，殊不知，这

实在是巨大的误解。

而真正的高情商，则是从分裂走向整合，从

狭小的视野走向宽阔的格局，在自我与他人的情

绪需求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以乔布斯来说，人们

以为他是低情商的代表，脾气差、难相处，却没有

看到他是如何精准地击中用户的需求，掌握他们

的内心，犹如掌握自己的内心。他设计的苹果手

机无论是 home 键的设置、照片的缩放功能、横

竖屏的切换等，都在细节上无比贴近人们的内在

渴望，他是如此善于掐住情绪的脉搏，你很难以

“高”或“低”去简单量化他的情商，仅仅通过外在

表现所作的判断也极有可能是莽撞的。

关于情商现存一些专业的评定量表，比如

国际标准情商测试、哈佛情商测试等等，这些皆

可成为辅助判断的工具。但如果随随便便地抛

下一句，“你情商高，他情商低”，不过是不负责

任的耍流氓；而将情商高低视为生活幸福与否

的关键，亦不过是寻觅了一只替罪羔羊，却借此

忽略了其他更深层的原因。

平衡人际与自我走向
真正高情商

情 商 可 以 培 养 发 展 ，也 可 以 增 减 变 化 。

那么，该如何从冒牌高情商走向真正的高情

商呢？

第一，正视自己的内心，保持自我觉察。对

自己的了解有多深，抵达他人的内心才能有多

深。第二，分清哪些需求来自于社会或他人，哪

些来自于自己。从社会的欲望链条里走出来，

建立起自我认同感。第三，设置清晰且弹性的

人际边界，既建立亲密感，也保持一定的距离；

既有不含诱惑的深情，也有不含敌意的坚决，在

必要的时候说“不”。第四，增进人际沟通的技

巧，少指责少评判，多使用“三明治沟通法”，即

讲出事实、感受与期待。

如此，以真正的高情商活在真实的世界里，

你或许能更靠近幸福。

（作者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你过得不好你过得不好，，这个锅不该这个锅不该““情商情商””背背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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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脑药有用补脑药有用？？
效果靠脑补效果靠脑补！！

食药监总局近日也发文称，我国从未批准

过任何具有补脑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市面上

声称具有补脑功能的保健食品存在误导消费者

的行为。食用非依法注册或备案的保健食品可

能存在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食药监总局提醒，没有短时间提高智力和

学习成绩的“灵丹妙药”，家长和考生不可迷信

所谓补脑产品。此外，保健食品是特殊食品的

一种，不能代替药物，食品（含特殊食品）宣传不

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作用。保健食品须通过

政府主管部门注册或备案才能生产销售。

“实际上，早在清末明初，所谓补脑类保健

品就很受欢迎。”朱毅说，当时有一种含磷的营

养液备受追捧，“可见人们对于提高脑力的追求

一直都在。但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并未在这

方面取得突破，因为目前的科学研究还没有搞

明白大脑整体的运作机制，我们对大脑的认识

太少了。”朱毅说。

中国保健协会市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王大

宏表示，营养与大脑健康、智力发育的关系是一

个热门的前沿研究领域，但目前还处于研究的

初级阶段，“学术界可能会发现一些成分有改善

大脑功能的功效，但离产品化还有距离。”

在朱毅看来，正常膳食就能保证大脑所需，

无需额外补充。任何多余的补充，都是累赘和

负担。“补脑益智最好的方法是睡足觉，最立竿

见影地变聪明的方法是勤奋，记忆力的提高需

要下足笨功夫。”朱毅说。

我国未批准补脑功能保健食品
健脑没有“灵丹妙药”，吃药不如睡足觉

高考虽然紧张又难熬，但多年之后，它却会

成为我们最难忘的记忆，就像当年父母逼我们

吃下的那些营养品，不管对最后的成绩有没有

用，回想起来都是又搞笑又温馨的记忆。

吃了三天蚕蛹脸胖了一圈

我初中高中都是在我们县的一所重点中学

上的，我们那个年代，也没什么特别好的营养品

作为能量补充，无非就是在高考临近时每天早

上吃个煮鸡蛋，或者喝点葡萄糖之类。

但高考前 3 天，我妈突然给我搞了点蚕蛹

回来，说蚕蛹是高蛋白，营养价值高，吃了精力

好。然后就像炒花生一样，每天炒点给我吃。

早上出门时抓一把给我，晚上下了晚自习回到

家又给我抓一把。虽然觉得蚕蛹有点恶心，但

我还是乖乖地吃了。至于效果，因为只吃了 3

天，确实没怎么感觉到，只觉得自己本来就胖的

脸又圆了一圈。 （方宁）

太阳神喝的我头昏脑胀

高考前两个月，当我爸突然斥巨资提了

两盒太阳神口服液来学校看我时，我简直惊

呆了——不晓得我那在地里刨活的爹娘咬了

多少次牙根才忍痛拿出这笔钱的。面对父母这

一份厚望，我自是格外珍惜，每次喝的时候就差

倒点开水涮一下了。

差不多喝了一个月后，就在高考前十多

天，我突然发现脸上长满了痘痘，头也变得昏

昏沉沉，就忍痛把太阳神停了。最后我只考了

个涪陵师专，我爸很生气，说就怪我没坚持喝

太阳神。 （刘小艳）

红牛没让我收获似锦前程

老哥一句他坚持喝了半年红牛，所以考上

了全国知名重点大学的话，让我奉为宝典。

距离高考 100 天时，我强烈要求爸妈批发

点红牛，当时，6 块多一瓶的红牛算是小康水

准，我告诉爸妈，你们买的是饮料，收获的将是

我前程似锦的未来！

第一次模拟考试，考得不错，我一厢情愿地

以为红牛发挥了功效。可是模拟考一次比一次

差，高考最后一门前，我仍端起红牛一饮而尽。

成绩放榜，我去了一所三流大学，从此和红牛势

不两立。 （花莲小鱼）

高考前我们吃过的那些“补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