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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谣
本报记者 刘 垠

谣言一

近 来 ，从 Instagram 流 行 起 来 的“炫 富 摔 ”席 卷 了 国 内 社 交 网 络 ，从

摔出钞票黄金的模特，再到摔出救援工具的消防员，各行各业纷纷效

仿，俨然一场全民模仿秀。无独有偶，此前的冰桶挑战、A4 腰、晒童年

照也曾引起大批网友的追随模仿，这些“跟风”行为背后是怎样的心理

机制呢？

模仿能增强我们的自我形象

“炫富摔”的源头，是俄罗斯名模发起的“Falling stars”（摔倒之星），

有的从私人飞机“摔”出了一地奢侈品，有的从跑车“摔”出一大堆美

元，不仅炫富还顺带炫身材。看到上流社会这番操作，普通大众也想

效仿，奈何并没有那么多真金白银可以炫，那就炫职业、炫身份、炫特

长，在模仿中获得自我身份的彰显，有些网友说：“虽然物质不富有，但

我精神富有呀。”通过模仿，打破与上流社会的心理壁垒，好像我们也

变得“富有”起来。

每一种行为，都有特定的心理需求在背后推动。孩子模仿父母，粉

丝模仿明星，创业者模仿成功企业家，都是力量较弱的一方模仿力量较

强的一方，通过模仿“强者”，向榜样学习，我们就好像变得跟他们一样，

也能够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力量。精神分析学家科胡特将这种现象称为

“融合需要”，通过模仿我们认同和向往的对象，与这个高大的形象融合

在一起，能够增强我们的自我形象。

模仿是为了融入群体

心理学家杜克大学的唐雅·查特兰和耶鲁大学的约翰·巴格以不易

察觉的方式，不断模仿学生的举止和动作。和那些没被模仿的学生相

比，被模仿的学生报告，他们更喜欢跟自己谈话的研究者，也认为交流

更顺畅。该实验表明，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更愿意接受行为和自己相仿

的人。被他人接纳，对我们的远古祖先而言，则意味着更高的生存几

率，经过进化选择，模仿便留在了我们的基因里。

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对被排斥被孤立充满了原始的恐惧，只有归属

于某个群体，才能让我们感到安全。模仿作为一种潜意识的学习机制，

对我们融入群体，排遣孤独，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模仿的三定律

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在他的《模仿律》中描述到：模仿

是社会的基本现象，并提出模仿三定律：下降律，指社会下层人士模仿

上层人士的倾向；几何级数律，指在没有干扰下，模仿以几何级数增长；

先内后外律，指本土文化及行为的模仿优于对外部文化及行为的模仿。

2014 年由美国渐冻人协会发起的慈善筹款活动——冰桶挑战，在比

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及 NBA 球星加入之后，开始风靡全球，国内社

交媒体也纷纷点名各行各业的名人。在上层人士崇高威望和地位的影

响下，下层人士争相效仿，从美国本土到全球，形成病毒式传播，冰桶挑

战的流行非常符合塔尔德提出的模仿三定律。

为什么模仿会呈现出这样的社会规律？

英国动物行为学家、进化论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他的著作

《自私的基因》中提出：文化也存在自然进化规律，生物进化在于复制基

因，而文化进化则是复制人类行为。理查德·道金斯将文化的基本进化

单元称为“迷因”。迷因理论认为，当一个典型行为具备“迷因”特质，它

就会在人群中自发复制，导致人们竞相模仿，从而创造出一个新文化。

模 仿 作 为 一 种 快 速 学 习 的 心 理 机 制 ，既 能 够 满 足 我 们 的 心 理 需

求 ，又 能 增 强 社 会 适 应 性 ，可 以 说 ，没 有 模 仿 就 没 有 人 类 的 成 熟 和 进

步。但是，我们也要有意识地察觉自己的模仿行为，不应该盲目模仿、

仅仅满足于模仿，还要在模仿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的特色，才能更好地

创造创新。

（作者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炫富摔”流行的背后——

我们为什么热衷于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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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话

相信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会非常

强调勤洗手这点。现在来自西班牙的一项新研

究发现，基于酒精制造的洗手液可能比肥皂和

水更能阻止感染的传播。

研究对 900多名 3岁以及 3岁以下的儿童进

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用洗手液的日托中心中患

病的孩子数量明显要少得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普通肥皂的成分是高级脂肪酸或混合脂肪

酸的盐类，脂肪酸中的钾和钠盐在溶于水后有

较强的去污和杀菌效果。而香皂具有清洁作用

的成分同样是脂肪酸钠，此外还会额外添加甘

油、椰油酸、棕榈酸等成分，以滋润护肤。不过，

无论是用肥皂还是香皂，都很难避免两大问题：

共用造成交叉感染；肥皂、香皂和皂盒本身就是

细菌滋生的天堂。但洗手液的瓶身处于完全封

闭状态，双手不会直接接触到液体本身，能有效

避免多人共用造成的交叉感染和瓶子本身的细

菌滋生，解决了上述问题。

由此可见，洗手虽然看似是一件小事，但这

件小事中的道道还真不少，天天洗手你也真不

一定洗对了。本期，科技日报记者就带你看看

关于洗手的误区有哪些。

误区一 抗菌洗手液洗
得才干净

有科学研究的加持，让一些人成为了洗手

液的忠实拥趸，而且这些人还变本加厉——非

抗菌洗手液不用，他们认为抗菌洗手液才能最

有效地杀灭手部细菌。

对此，湖北省中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主任

医师余萍介绍，目前我国洗手液共分两大类，一

类是普通洗手液，另一类属消毒抗菌洗手液。

前者起到清洁去污的作用，后者才含有抗菌、抑

菌或杀菌的有效成分。两类洗手液在外包装上

有所区别，普通洗手液一般为“卫妆准字号”，消

毒抗菌洗手液则多为“卫消字号”。“卫消证字”

适合特殊人群，如医生、收银人员等以及特殊场

合如医院、酒店、公共卫生间等使用。而普通洗

手液作为清洁用品，具备除了杀菌以外的正常

清洁能力，是可以满足普通人日常生活需要的，

因此大家可因人而异按需求来选择洗手液，普

通人群不宜长期使用抗菌洗手液。经常使用抗

菌洗手液，反而会伤皮肤，让手部粗糙，甚至影

响人的抵抗力。

此外，“对于因需要而选择抗菌洗手液的人

来说，为了节约在抗菌洗手液中加水是不可取

的。”余萍强调，这样做会使抗菌洗手液功效降

低，因为抗菌洗手液里含有抑菌、消毒成分和活

性剂，为达到消毒效果其浓度和成分的配置是

有科学依据的。洗手液中若是加了水，会使其

失去原有的杀菌和消毒作用，降低洗手液的功

效。而且掺了水的洗手液如果长时间搁置，更

易滋生细菌。

误区二 用免洗洗手液
可以替代洗手

如今市面上有一种免洗洗手液悄悄流行起

来，这种洗手液瓶身小巧，携带方便，据说只需

要像涂护手霜一样把洗手液挤在手上双手互

搓，就能起到清洁和除菌的作用。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王仲指出，

免洗洗手液主要成分是乙醇（酒精），虽然也有一

定的消毒作用，但是和洗手的效果相差甚远。

免洗洗手液可以杀灭部分细菌，将其变为无

菌的污渍，“但使用免洗洗手液，始终会有污渍留

在手的表面，所以最好还是用流动清水和肥皂洗

手。”余萍说，此外，还有不少人就餐前直接用消

毒湿巾擦手代替洗手。在余萍看来，从去除细菌

上，湿巾擦手不能代替科学洗手，但湿巾可以作

为保持手部清洁的一个很好的辅助措施。

误区三 手有伤口洗手
会感染

有些人手上有伤口就拒绝洗手，认为洗手

会让伤口感染。但专家表示，我们的双手每天

都要接触很多东西，双手沾上的细菌可想而

知。如果不洗手，更加容易导致伤口细菌感

染。当然，这是针对较浅的伤口，如果伤口比较

严重，就需要去医院处理。日常较浅的小伤口

止血处理好后，可以在流动的生理盐水下冲洗

或用干净的布蘸着肥皂擦洗伤口周围的皮肤，

但要注意别把肥皂弄到伤口里。然后再用碘伏

擦拭伤口，这样做可以把细菌侵入破损皮肤的

几率降到最低。

别笑，洗手可不是件随便的小事儿
第二看台

本报记者 付丽丽

天冷加衣，身冷吃火锅。在气温日渐走低

的初冬，与三五好友围坐一团，来一顿热气蒸

腾、香气四溢的火锅，边涮边聊再来点小酒，那

种从胃到心的幸福感别提有多惬意。

虽然关于“久煮的火锅汤会致癌”的谣

言早已糊弄不了我们 ，但 是 又 有 一 些 新 的

关于火锅的谣言，让“火锅控”们在大快朵

颐 的 同 时 也 心 生 疑 虑 。 比 如 ，走 红 网 络 的

自 然 火 锅 发 热 包 对 人 体 健 康 有 害 ；好吃到

让人停不下来的火锅竟然是因为加入了罂

粟壳；吃完火锅衣服味道越重就说明火锅里

添加剂越多……这些是真的吗？

如今，一款号称懒人必备的自热火锅迅速

蹿红网络，不少有名的火锅品牌都纷纷推出了

这种产品。它不用火、不用电，也不用锅，只需

加入一杯冷水等上十几分钟，无论在郊游还是

在火车上，都能让你吃上一餐热气腾腾的火

锅。但是最近却有传言称，这种自热火锅的发

热包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

“自热火锅的加热包与我们常用的暖宝宝

类似。发热包不直接与食物接触，如果盛放食

物的器皿不会在高温下迁移释放有毒物质，那

么对食物而言，就是安全的。”中国农业大学食

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说。

自热火锅的原理，是通过发热包内的生石

灰、碳酸钠和水反应快速放热，提供最初的热

量，再通过铁粉、铝粉、镁粉持续氧化放出热

量。发热包会使水的温度达到 90 摄氏度以

上，并通过其产生的高温水蒸气来加热食材。

虽然这种自热食品的发热包对人体健康

无害，但却会因使用不当导致爆裂。如果大量

水蒸气在封闭环境下囤积，可能会变成“小型炸

弹”，发生爆炸。所以，在食用自热火锅时千万

不能把盖子的透气口堵住，并要注意环境通风。

不仅如此，朱毅还提醒消费者：“自热式火

锅目前缺乏行业规范，产品也良莠不齐，火锅

调料、配菜等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在所难免。”因

此，消费者最好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大品牌产

品，以便尽可能减少风险。同时，食用时也要

防止高温引起的烫伤。

自热火锅发热包对人体健康有害

大冷的天儿，没有什么比来一顿火锅更实

在的了。如果说“火锅控”们还有一丝顾虑的

话，那就是吃完火锅后，衣服上的味道浓郁而

且久久不散。

“吃完火锅衣服上味道越浓，留得时间越

久，说明汤底的添加剂就越多”。最近，这套判

断火锅店汤底添加剂的“民间土法”，在网上传

得沸沸扬扬。

真的是这样吗？吃完火锅后,衣服上的味

道是从哪里来的呢？朱毅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麻辣火锅里香辛料的味道被水蒸气带到空气

中，就会附着在衣服上，而且油滴里的香味分子

在衣服上不容易挥发。而味道持久度和浓烈

度又与通风情况、衣服材质有关，清油火锅就不

会有太大味道，牛油火锅的味道就会很重。”

细心者不难发现，在火锅店吃火锅后衣服

上的味道,要比我们自己买火锅底料在家吃火

锅后衣服上的味道大。于是，有人怀疑，这是

火锅店的火锅加了传说中的“一滴香”导致的。

“在食用火锅的过程中，可以观察火锅的

衣服残留火锅味越重则添加剂越多

近来，有一则消息在朋友圈流传。消息称

有的火锅店在汤里加入了罂粟壳，使得味道更

好，让人越吃越想吃，最终上瘾，还附上了所谓

的“罂粟壳”的照片。

但经证实，该照片上的罂粟壳，其实只是

我们做牛羊肉时常用的合法香料草果。说白

了，错把草果当罂粟壳，是因为二者在外形上

略有相似。但其实，稍加辨识就能看到两者的

差异，罂粟壳的顶部有一个像放射线一样的圆

盘，而草果没有。此外，罂粟壳的表面相对比

较光滑，样子也比草果要好看一点，而草果的

表面不怎么光滑，沟壑也比较深。

罂 粟 壳 中 有 吗 啡 、可 待 因 、罂 粟 碱 等 。

1985 年起，它就作为特殊药品被特殊管制起

来，严禁流入非药用渠道。可惜重典之下，并

未令行禁止。

那么，问题来了，加了罂粟壳的火锅，是不

是就会好吃到让人停不下来？针对这个话题，朱

毅曾做了一个简单的小样本双盲实验，将罂粟壳

和草果，分别以相同份量，加入一样底料的麻辣

火锅和清水火锅中烧煮半小时。结果，吃货和非

吃货们瞎蒙一番，并没吃出味道上的差异。

“双盲试验中吃不出区别，这是一个事

实。但看到加了罂粟壳，你会觉得更好吃，是

因为这种好吃是心理上的，就像医生给你开的

安慰剂一样。”朱毅笑言，罂粟壳提味增香是个

幌子，最多是心理暗示。

那么，如果火锅店不惜铤而走险，把被放

大的传说当现实，在火锅中加入罂粟壳吸引顾

客，常吃的人们会不会上瘾？朱毅解释说，罂

粟壳中的阿片类生物碱含量很少，吗啡含量也

只在 0.05%—0.5%。而鸦片中是 10%左右，药

用吗啡是 30%以上。况且罂粟壳中这个数量

级的吗啡，还要加入火锅汤中，再通过涮菜吸

附的汤汁部分进入人体。

“除非敏感体质，对大多数人而言，即便吃

了有罂粟壳的火锅变成瘾君子的可能性也不

大。”朱毅强调，不良商家在火锅中非法添加罂

粟壳，含有的吗啡即便微量也逃不脱如今检测

仪器的法眼。

火锅好吃到停不下来是罂粟壳在作祟

杨剑兰

火锅也堵不住谣言的嘴火锅也堵不住谣言的嘴
拿起科学之箸拿起科学之箸，，踏实吃吧踏实吃吧

油。如果火锅油量不是很大，但是味道却特别

香，那就比较可疑。”朱毅表示，但用衣服上气

味的残留时间和浓烈程度，来判断火锅是否用

了“一滴香”并不科学。即便火锅汤底使用了

“一滴香”等添加剂，也不存在加入的添加剂越

多，衣服上的味道就越大的情况。

西南大学食品安全学院教师刘文宗认为，

某些人群可能对气味比较敏感，某些衣物材质

也可能更容易被气味附着，加之其他外界因

素，不能仅凭衣服上残留的味道，来估算添加

剂的加入量。至于添加剂含量的检测，应通过

专业人员使用专业仪器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毛衣、羽绒服之类的衣服

更容易吸附味道，冬天吃完火锅后，这些衣物

上的味道会比其他衣物更加明显。想要去除

衣物上的火锅味道，可以在洗澡时将衣服挂在

浴室，次日再通风晾晒即可；还可以把柠檬水

直接喷在衣服上，挂在通风处。

谣言二

谣言三

罂粟壳罂粟壳 草果草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