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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一段 150 秒的雾霾侵入人体

全过程视频，看得人惊心动魄。视频中说，

雾霾是一级致癌物。人有 3 亿个肺泡，80 个

PM2.5 微粒就可以堵死一个肺泡，当我们生

活的环境中 PM2.5达到 1155微克/立方米的

时候，一年就可堵死 3000 万个肺泡，3 年堵

死三分之一个肺。

真相：中日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

部副主任医师万钧表示，雾霾颗粒对于人体

的伤害并不是机械性地“堵死”肺泡，而是黏

附于肺泡及小气道表面，进而诱发炎症，最

终影响气体交换或继发其他病变。

“PM2.5 浓度增加可以导致呼吸系统疾

病死亡率上升，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80个

PM2.5微粒堵死一个肺泡’的‘精确’计量，目

前国内国外都没有明确的医学文献支持。国

外开展 PM2.5 研究比我们早，但他们至今也

没有拿出如此‘具体’的PM2.5致病数量值。”

万钧说，“现在已经肯定的是，PM2.5 浓度越

高，对人体的危害越大，但由于这涉及长期

的、大规模人群实验，具体的量值和对人体具

体的伤害，还没有准确数据。”

PM2.5堵死肺泡缺证据

雾霾“堵肺”言过其实

今年 2 月，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这样一

条信息刷屏了：一口唾液，就能测出孩子的天

赋，让家长可以有的放矢地去开发孩子的天

赋和潜能，不用尝试那么多的兴趣班来挖掘

孩子的特长。

真相：虽然用唾液检测基因是可行的，

但用唾液检测孩子是否具有天赋，却没有任

何科学依据。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儿童和青

少年健康”方面媒体联络的新闻官员表示，

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过基因检测可以预知

一个孩子是否有音乐、绘画等天赋。

“目前我们的基因技术和应用方向更侧

重于疾病与基因的关系，疾病与基因的关联

是确凿的。儿童天赋与基因到底有无关联，

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论证。”北大医院实验

中心马祎楠副研究员认为，孩子的成长是基

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的作用甚至

更大。就算基因能检测出孩子在音乐、体

育、美术等方面具有天赋，也需要有人“领进

门”，需要刻苦练习，另外还要顾及到孩子的

兴趣所在。

在天津欧德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常子嵩博士看来，科学上从来没有一种基因

是天赋基因。市面上的某些天赋基因检测

项目，很可能只是对一些基因功能相关性研

究成果的一种曲解。

唾液测天赋不靠谱

基因检测不能预知特长

今年 2 月底，网络盛传，研究人员警告，

人们在照相时很喜欢比的“剪刀手”要慎

摆，指纹信息可能就因为这一看似平常的

姿势而泄露。

真相：一位不愿具名的公安部资深指纹

检验专家做了一项实验，他分别用手机和佳

能相机，对准同事的“剪刀手”拍了两张照

片，然后用电脑修图，结果显示，这样拍的照

片获取指纹不太可能，但如果照片指纹纹理

拍的特别清楚则是可以的。“如果距离足够

近，相机像素又非常高，比‘剪刀手’拍照，就

可能收集到指纹信息。这在技术上是可行

的，虽然实际操作起来可能很复杂。”

在 360 安全专家刘洋看来，只有拍摄照

片中，手指纹理清晰可见，才会泄露指纹信

息。目前手机拍照技术，在正常拍摄距离

（大于 1 米）范围内，是很难把手指纹理拍摄

清楚的。正常的指纹采集，必须要在很近的

距离，严格限定的方位和特定光亮度下采

集。同时，目前的网络传播会对图片进行压

缩，从而降低照片的清晰度，造成照片细节

的损失，泄露指纹信息的可能性较低。

“剪刀手”泄露指纹不易

技术可行但实现较困难

今年清明前后，一则关于茶的“应景”文

章刷爆朋友圈。文章指出：春茶中含过量农

药残留，一喝就中毒。而夏秋季的茶叶更是

可怕，连茶农自己都不喝。

真相：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陈宗

懋院士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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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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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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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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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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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茶农残未必过量

生产期间基本不打药

今年 6 月又进入一年一度的中、高考时

节，这个时候补脑健脑的保健品总会旺销。

商家号称，这些保健品能起到改善注意力、

增强记忆力等功效。

真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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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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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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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药监总局也发文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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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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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脑药无法改善脑力

对大脑功能没促进作用

今年夏天，各种各样的酵素又出没在朋

友圈的微商广告，其宣称有“养颜”“排毒”

“清宿便”“减肥”等功效，让爱美的姑娘竞相

追捧。

真相：“这个听上去高端大气，颇有些高

科技的名词，其实在中文规范的表述中应该

是‘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

品安全系副教授范志红一语将酵素打回原

形。酵素就是酶的日本“马甲”。面对被国

人热炒的酵素，一位久居中国的日本朋友很

不以为然：“似乎只是给中国研发的吧，我们

并不吃它。”

酶 是 具 有 催 化 功 能 的 蛋 白 质 或 者

RNA（大部分酶都属于蛋白质）。当你口服

酵素后，大多数的酵素都会被人体消化系

统消化而失去活性无法发挥作用。“因此说

酵素能排毒、清宿便是没有意义的。”范志

红说，想要让酶发生作用，不仅需要它能保

持活性地进入人体系统，而且还需特定的

温度、酸碱度、作用对象等才行。

脱掉酵素的日本“马甲”

口服酶很难保持活性

今年8月，可口可乐日本公司推出了一款

号称可以减肥的可乐，并指出这种可乐中添加

了“难消化性麦芽糊精”，主要用来抑制脂肪吸

收、稳定血脂，并且不会产生更多热量。

真相：“从营养学上分析，减肥可乐正是

看上了这种膳食纤维在清理肠道、抑制脂肪

生成等方面的原理和作用。”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 309 医院营养科主任左小霞表示，理论

上说，减肥可乐在成分构成上还是有创新和

进步。

左小霞指出，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

推荐，正常成年人平均每日建议摄入 25克到

30克的膳食纤维，所以一瓶减肥可乐中放5克

膳食纤维，含量是相对科学而且充足的。但5

克只能作为每日膳食纤维的一个补充剂量。

她强调，“减肥可乐”的进步性主要建立

在与传统碳酸饮料的对比上，“比如，它减少

了糖分和热量的摄入，成分上也不含磷，降

低了龋齿和骨质疏松的发生几率。但是，这

5克的膳食纤维究竟能起到多大的减肥作用

呢？其实，减肥的关键还取决于人们每天摄

入的热量是否小于消耗的热量。”

喝减肥可乐也难减肥

5克膳食纤维撬不动脂肪

今年 9月，一些媒体进行了关于“柳叶刀

PURE 研究冲击膳食指南”的报道，提出《柳

叶刀》所刊载论文得出了：多吃脂肪，死亡率

低；多摄取碳水化合物，增加死亡风险等结

论，这与我国膳食指南内容相悖，冲击了普

遍认为的健康的饮食方式。

真相：“千万不要被媒体曲解的‘科学研

究’所误导。”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病研究所

所长胡大一表示，这些文章一是片面性，二

是绝对化，根本没有剖析研究本身的明显局

限性，不符实际地夸大了研究结果。

据了解，该论文基于“前瞻性城乡流

行病学”（PURE）的队列研究，数据样本来

自 18 个 国 家 的 13.5 万 名 受 访 者 ，跟 踪 了

7.4 年。这 18 个国家侧重于中东、南美、非

洲和东南亚地区（包括中国），81%的受访

者只有小学和中学文化水平；82%的受访

者是中等和重体力劳动者，却少有涉及全

世界最富裕的地区。

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委员许世

卫说，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具体

地指导膳食的规则，不能单凭一个或者几个

实验的结论规划设计出来，应在丰富的饮食

结构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

胡大一也强调：“中国膳食结构的宝塔

是 符 合 国 情 的 。‘ 照 方 抓 药 ’也 要 考 虑 国

情！把论文结论拿来用之前，要有科学的

研判。”

《柳叶刀》没颠覆膳食观

不要被媒体的曲解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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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我们早已
习惯了在互联网上获
取信息。

然而，80 个 PM2.5
微粒就可以堵死一个
肺泡；照相比个“剪刀
手”就能泄露指纹；每
天都用的节能灯居然
是超级癌源……这些
充斥网络的失真舆情
也日益挑动着人们脆
弱的神经，让人心里发
慌，真假难辨。正因如
此，2017 年，我们一如
既 往 ，为 公 众 澄 清 事
实、还原真相，让科学
给你主心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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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2 月，一篇名为《科学家紧急曝

光！这个华人家中每天都在用的东西，竟含

恐怖致癌物》的文章被广泛转发。这篇文章

指出，节能灯紫外辐射会导致皮肤癌，节能

灯里的汞会致人死亡，通电后会释放多种致

癌物质。

真相：“国内外权威检测机构的检测结

果显示，灯的紫外辐射只占功率的千分之

六。”中国照明学会专家工作委员会顾问、复

旦大学教授周太明说，15瓦节能灯的紫外功

率仅为 0.09 瓦，而且，节能灯里的长波紫外

线不会穿透人体的真皮层。一般来说，只要

是合格的节能灯，都会符合我国《灯和灯系

统的光生物安全性》标准，把紫外线辐射量

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不会对人体造成损害。

广 东 产 品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研 究 院 照 明

室主任李自力指出，汞是有毒的，这一点

没错。文章里说 2.5 克就会死人，这一点

也可能是对的。但 1 只节能灯中只有几毫

克汞，而且被封在灯里面，即使灯打碎了，

也要几百只灯同时碎掉，并且是在一个很

小的密闭环境下，全被一个人吸入才有可

能对人造成危害。但现实中发生这样的

事概率极低。

节能灯并非“超级癌源”

合格产品不会危害健康

今年 11 月，早已风靡全球的指尖陀螺

又火到了宇宙——被送到国际空间站宇航

员们的手中，完成了在太空中的第一次旋

转。商家宣称它能帮助人释放压力、缓解

焦虑情绪，并且帮助多动症和自闭症孩子

集中注意力。

真相：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高兵教授说：“没有证据表明指尖陀螺能

给 人 带 来 集 中 注 意 力 和 压 力 减 轻 的 效

果。如果说能让人集中注意力，其实是容

易让人对陀螺本身产生注意力，而不是能

让一个本来注意力差的人变得在所有事

情上都能集中注意力。至于减轻压力，也

是指人们在观察陀螺旋转的过程中通过

注意力转移达到压力的暂时减轻，并不等

于玩了指尖陀螺就能够降低其他时候产

生的压力。”

发表在美国《儿科新观点》杂志上的文

章也指出，来自纽约柯恩儿童医疗中心的

研究人员确认，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指

尖陀螺的旋转与提高儿童注意力之间有联

系，由于没有科学依据，生产者所谓的功效

只能是空头支票。

一直致力于研究治疗多动症儿童的佛

罗里达大学临床心理学专家马克·瑞波特

指出：“指尖陀螺不仅不会帮孩子们集中注

意力，相反它本身就是个分散注意力的东

西。”高兵也认为，指尖陀螺并不能让人们

更加专注，相反它会因占用认知资源，对复

杂的认知活动产生不良影响。

指尖陀螺不是解压神器

对焦虑症只治标不治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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