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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的“天下第一泉”趵突泉，三窟并发，声音清脆，呈现出文人墨

客笔下的“泉源上奋，水涌若轮”胜景。但总有好事者语出惊人——有网友

质疑趵突泉喷涌是人工造假，称在济南趵突泉边看到水泵和变电箱，“还在

园内听到了水泵的声音”，该内容被不少人转发。针对此质疑，景区方面回

应称：“水泵主要用于景区内绿植浇灌以及对地面进行清洁。如此小功率的

水泵，不可能形成那么高的水柱。”

科技日报记者参加过不少保泉护泉活动，“趵突泉喷涌属自然现象”早

在官方和专家界形成共识，并有历史证据和科学依据。

城下“暗流涌动”
泉水可靠自然力喷涌而出

济南多泉，一向以“泉城”著称。按照官方统计，在济南，平均每秒就有

4立方米的泉水从地下涌出来。而古时乾隆皇帝眼中的“天下第一泉”趵突

泉，每天要涌出 7万立方米的泉水。

济南为何多泉水？或者说济南泉水如何可靠自然力喷涌而出？专家表

示这与其地形有关。

泉水专家认为，济南南高北低，南部山区是泰山北麓的余脉，北部平原

跨过黄河，较为舒缓。济南南部山区由石灰岩组成，而平原的泥土底下也隐

藏着岩浆岩。石灰岩本身不很紧密，有空隙、裂隙和洞穴，能储存和输送地

下水。地下水顺着石灰岩层的倾斜，大量流向济南，成了济南泉水的水源。

但在平原下的岩浆岩组织很紧密，所以地下水流受到阻挡就流不过去，让

济南城下“暗流涌动”，并从地下的裂隙中涌上地面，就形成了著名的济南“七十

二名泉”，趵突泉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济南全市努力
实现泉水15年持续喷涌

趵突泉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上溯至我国的商代，长达 3500 多年。趵

突泉是古泺水之源，古时称“泺”，早在 2600年前的编年史《春秋》上就有“鲁

桓公会齐侯于泺”的记载。

元代书法大家赵孟頫曾在他的《趵突泉》一诗中写道：泺水发源天下无，

平地涌出白玉壶。到了北宋，大文学家曾巩以其卓异才思为这泓名泉起了

日后四海传扬的名字——趵突泉。这其中的“趵”意为跳跃，“突”是突出的

样子，“趵突”二字传神地表达了泉水日夜喷涌跳跃而出的景象。

但不可否认的是，济南泉水曾有短暂的停喷期。在山东师范大学地理

系教授黄春海看来，济南雨量周期规律为每三四年一个周期，枯水年、丰水

年和平水年相互交替。在枯水的年份，趵突泉保持连喷要“看天”。

随着近年来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济南城市建设与泉水保护需

要进一步的协调发展。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这些年来，济南市坚持广蓄客

水、地下限采等工作思路,实现了趵突泉等重点泉群 15年的持续喷涌。

9月5日，趵突泉水位达到了28.77米，比之前停喷、复涌时的27.01米高出了

1.76米。长达15年的持续喷涌，背后是济南全市的努力。

趵突泉被质疑造假
景区方面这样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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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电影《无双》热映，周润发在电影中拿着

两把 AK47横扫，潇洒帅气、硬朗有型，仿佛又回

到了《英雄本色》的年代。以往我们喜爱的多是

像发哥这样荷尔蒙爆棚的钢铁硬汉，但这几年，

娱乐圈刮起了一股阴柔风，貌美肤白、朱唇皓齿

的小鲜肉备受追捧。为什么女性越来越喜欢小

鲜肉，这反映了现代女性怎样的心理和审美？

女性审美变迁
从肌肉崇拜到颜值崇拜

90年代以前，姑娘们多喜欢像成龙、李连杰

这样的功夫明星，国字脸、浓眉大眼、线条阳刚，

浑身散发出蓬勃的雄性荷尔蒙气息。90年代后

期，韩流之风传入中国，花样美男代替阳刚直男

成为新的追捧对象，尤其这几年，影视剧里的男

偶像越来越呈现女性化倾向，他们五官精美、气

质阴柔，打扮起来更是雌雄莫辩。

在过去物质贫乏的动荡年代，男性特质越

强，越有力量感，越能给女性提供生存和安全

保障。而进入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尤其女性

具备独立的经济能力后，相对过去更看重物质

条件，现代女性则更重视情感陪伴与呵护。

现代独立女性，在与男性同等竞争的环境

下，发展出果敢、坚韧、刚强等特质，由于自我意

识里拥有了男子气概，她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崇

拜男人的力量感，反倒因为竞争压力，需要更多

的理解、体贴。当独立女性变得越来越双性化，

她们对异性的心理诉求也从被动依赖变成平等

对话。

刚强有力的男性，给女性的直观感觉有可

能是暴脾气、粗线条，相对而言，偏女性化的男

性，给人的感觉是侵略性低，显得更温柔浪漫，

看起来更顾家体贴。

从找个人养自己，变成找个人一起生活，现

代女性择偶标准的变化，体现在审美上就是“不

爱猛男爱美男”，随着现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她们不再压抑对另一半颜值、个性、活力、幽默

感、忠诚度等各方面的需求，而长相柔美、气质优

雅的小鲜肉，正好符合了现代女性的择偶标准。

好看的皮囊
满足女性的潜意识幻想

追捧小鲜肉的粉丝群体中，除了有小迷妹，

还有自称“老阿姨”的姐姐粉，后者对小鲜肉的

喜爱，源于她们潜意识的初恋幻想和母爱幻想。

对很多大龄女性而言，现实充满无奈，比如

回不去的青春和嫁不到的校草，而排解现实最

便捷的方式就是幻想，幻想起到一种心理补偿

作用，现实中得不到的可以在想象中获得。好

看的小鲜肉，干净清澈、温柔体贴、青春无敌，为

女性提供了浪漫和纯爱的幻想来源，在他们身

上，女性很容易把自己代入，激发她们对甜蜜初

恋的想象，借以逃脱现实的庸俗感。

除了初恋幻想，有些女性喜欢十几岁、二十

几岁的小鲜肉，则是因为青涩懵懂的小鲜肉，触

发了女性心中最柔软的母爱，在他们身上投注

宠爱与关怀，能给予女性一种可以保护他人的

力量感。看着小鲜肉一步步成长，而每一步都

有自己的陪伴和见证，对她们来说，就好像看见

自家的孩子或弟弟，在自己的呵护下越来越好，

由此备感欣慰。

追捧小鲜肉，反映了现代女性独特的心理

诉求，不管是审美需要、情感需要还是个性发展

需要，无不体现男女平权、追求个性、价值多元

的现代社会发展特点。正如著名哲学家黑格尔

所言：“人的审美取向多半来自大自然的精密安

排，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作者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无双》里的硬汉美学能重回主流吗

本报记者 王延斌

“春捂秋冻，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是要

因人而异，尤其是‘秋冻’，年老体弱的人冻不

好反而会引发各种疾病。”10 月 14 日，中国中

医科学院主任医师樊新荣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

樊新荣解释说，“春捂”就是说春季，毛孔

由相对闭锁的状态慢慢舒张，而且春天风较

大，从中医角度讲，风为百病之长，侵入人体内

部，常常有春寒冻人透心凉的感觉。此外，春

天气温变化较大，过早地脱掉棉衣，一旦气温

下降，就难以适应，会使身体抵抗力下降，病菌

乘虚袭击机体，容易引发各种呼吸系统疾病及

春季传染病。

但是如果天气本来已经暖和了，还捂着，

结果一活动出了一身一头汗，风一吹，就很容

易感冒。所以樊新荣指出:“春季也不能一味

的捂，衣服还是要循序渐进地减，而且捂的时

候位置有讲究，要下厚上薄，因为人体下部血

液循环要比上部差一些，同时，也要注意头、腹

部、关节，这些地方不要受凉。”

而“秋冻”是指秋天不要太快地添加衣服，

适当冻一冻有利于增加抵抗力。但“秋冻”也

要把握好度，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冷了也不添

衣，而应该是身体略感凉意，又不觉得寒冷。

晚秋时节，气候变化较大，早晚温差增加，一旦

有强冷空气活动，气温急剧下降时，就应及时、

适当地增衣保暖。此时若再一味强求“秋冻”，

就会适得其反。

此外，秋季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时节。

对于有这方面疾病史的中老年人来说，防寒尤

其重要。如果这部分人群也尝试“春捂秋冻”，

将是十分危险的举动。

“再就是平时容易气喘、手脚冰凉、脾胃不

好容易拉肚子的人也不适合秋冻，尤其是老人

和孩子御寒能力弱，‘秋冻’后容易诱发支气管

炎、肺炎等疾病。”樊新荣强调。

俗语一“春捂秋冻，百病难碰”

虽有一定道理但并非适合所有人

民间素有“十年鸡头赛砒霜”的说法，持

这一观点的人认为，鸡在啄食过程中，会不

断将有害金属存于脑组织，鸡龄越大，储存

量越多，毒性越强。

对此，湖北省中医院肾病内科主任医师

金劲松表示，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依据，没有

听说鸡头里面重金属含量多，而且也没有实

验数据或检测依据来证明。

俗语二“十年鸡头赛砒霜”

鸡内脏更易累积重金属毒素

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晚上睡

熟以后，有些人总是咯吱咯吱的磨牙。俗话

说：“夜里磨牙，肚里虫爬”。有人认为磨牙是

因肚里有寄生虫导致的。

“这种说法片面了些。”金劲松说，磨牙

实际上是咀嚼肌不自主的运动，大家在现实

生活中观察到一些体内有寄生虫的人会有

磨牙的现象。但事实上，可引起磨牙的因素

有很多。

第一是心理因素。总体来说，磨牙是紧

张、焦虑等情绪的一种释放方式，那些工作、学

习压力大的人群，可能会有磨牙情况的发生。

第二是中枢神经因素。磨牙主要会发生

在某一个睡眠周期的特定阶段，中枢神经会引

发负责咀嚼的肌肉不自主规律性收缩，同时伴

有其他一些生命活动，比如呼吸不均匀、心跳

加速、大脑皮质电活动增加等。

第三是外界刺激因素。外界的某些刺激

也很容易造成磨牙的发生，比如大量酗酒、吸

烟、饮用咖啡等都很可能导致磨牙或者是加重

磨牙情况。

第四是疾病因素。一些特殊的疾病也容

易引起磨牙的发生，例如帕金森、抑郁症，这些

会影响睡眠情况、肢体运动功能的疾病，都有

可能会携带磨牙症状。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科学结论证明磨牙和

肠道寄生虫有关，所以如果有磨牙情况的发生

就去乱食打虫、驱虫药物是非常不靠谱的。

俗语三“夜里磨牙，肚里虫爬”

没有证据显示磨牙和寄生虫有关

本报记者 付丽丽

天气越来越冷，进入深秋，很多年轻人还一直穿得很单
薄，当家里老人让他们添加衣物的时候，他们就会搬出一句
俗话说“春捂秋冻，百病难碰”来搪塞。

生活中，像“春捂秋冻”这样与健康有关的俗语还真不
少，然而这些前人总结出来的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依据，哪
些有点道理，哪些又纯粹是无稽之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
听专家怎么说吧。

吃完饺子、面条，再喝碗饺子汤、面汤，这

是很多北方人的饮食习惯。人们喝汤时振振

有词，认为“原汤化原食”。一般来讲，“原食”

指的是淀粉类食物，比如饺子、面条、汤圆等

等。“原汤”就是水煮这些食物后得到的汤，而

“化”有“消化”的意思。这些人认为，吃完原食

再喝原汤可以很好地助消化。

对此，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科

主任医师刘敏指出，“原汤化原食”没有科学道

理。以饺子为例，煮完以后，其汤也仅是微量

的碳水化合物，而碳水化合物是不能消化碳水

化合物的。人们消化食物靠的是胃分泌的胃

酸、胃蛋白酶等，而不是靠原食煮出的原汤，那

是根本消化不了的。

也有专家认为，喝了煮饺子、面条、馄饨、

汤圆的汤，令人感觉舒服。米面类食物在煮的

过程中，会损失掉一部分 B 族维生素。因为 B

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会溶解在汤里。所以从

这个角度讲，喝点汤对营养的补充有一定好

处。但关键是喝多少，如果喝得特别多，就会将

胃液稀释，胃液稀释的过多，消化能力就会下

降，不仅不能助消化，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此外，很多家庭以挂面取代传统的手擀

面，挂面在制作过程中为提高筋道，会加入一

些盐。这样煮完再喝汤，盐的摄入量就会比较

高了，不利于健康。”樊新荣说。

俗语四“原汤化原食”

喝的不当反而可能影响消化

不能把“无知”解读为质疑精神

喷涌千年的趵突泉有历史厚度，喷涌有科学依据，可以经

得起任何的质疑。从这一点上看，我们捍卫网友的质疑权力。

但看到水泵就抛弃科学精神，认为趵突泉造假，毫无依据甚至

“任性”地猜测，特别是在社交软件上讨论，形成某个范围内的

“舆论场”，这不是质疑，而是造谣。

在趵突泉景区，无论是文字图片，还是导游介绍，都会科

学地解释景区内泉水喷涌的地形和气候等原因。但个别游客

的“信口开河”也说明了科普的重要性。毕竟，水泵断电之后，

泉水依旧喷涌如初可以打消所有的猜忌。

对趵突泉景区管理者来说，利用舆情事件做好济南名

泉的科普释疑，也是老景区擦亮名片的必然选择。

采写手记

心理话
杨剑兰

天气渐凉，多少人在用“春捂秋冻”抵制添衣

那么多那么多““俗话说俗话说””
哪些有理哪些扯哪些有理哪些扯？？

事 实 上 ，鸡 吃 的 食 物 中 可 能 会 含 有 一

些 重 金 属 ，鸡 啄 食 后 食 物 通 过 食 道 进 入 体

内 ，肝 脏 才 是 解 毒 器 官 ，肾 脏 属 于 排 毒 器

官 ，相 对 于 鸡 头 ，重 金 属 在 这 两 个 器 官 里

的残留量更多，所以“十年鸡头赛砒霜”的

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

而且现在大规模养鸡场里的鸡饲养周

期 很 短 ，只 有 农 村 散 养 的 土 鸡 才 会 饲 养 比

较 长 的 时 间 ，一 般 在 1—5 年 不 等 ，不 过 养

到 5 年 以 上 的 就 比 较 少 了 ，更 别 说 还 养 上

10 年。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放心了。但是，

鸡头虽然不像传说的那样有毒，但鸡脑里面

含的胆固醇却较高，所以也不能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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