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许多商家宣传

自己的产品是血管“清洁工”可以清除“血管垃圾

毒素，让血管通畅”。但血管里真的有“垃圾”吗？

真的是“垃圾”堵塞了我们的血管吗？

血管中并无“垃圾”

“血管中有水、血脂、蛋白质、血糖等身体必须

的基础物质，也包含肌酐、尿素氮等代谢物质。”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

师李东宝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些代谢

物质并不是“垃圾”或“毒素”。

李东宝指出，尿素氮是人体蛋白质代谢的主

要产物。肌酐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两种。外源

性肌酐是肉类食物在体内代谢后的产物，内源

性肌酐是体内肌肉组织代谢的产物。正常情况

下，代谢废物会随着血液运输到特定的排泄器

官，最终排出体外，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健康

的人平时适当喝水，增加排尿，就可以帮助代谢

废物清理。这些物质在血管中的含量保持在一

定范围时，就属正常，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堵塞血管的不是代谢物质

虽然代谢物质不是“垃圾”“毒素”，那么它们

有没有可能堵塞血管呢？

“真正使血管堵塞的是血脂，特别是胆固醇。”

李东宝说，血脂的主要成分是甘油三酯和胆固

醇。胆固醇是以与载脂蛋白结合的形式存在于血

液中的。身体哪个部位需要胆固醇，血液就把胆

固醇转运到哪里。

李东宝表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被氧

化，就会在血管壁中沉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沉

积后形成斑块，斑块越长越大，最后堵塞血管。”

具体来说，就是血管内皮受到损伤后，氧化的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趁机钻到内皮下。这时

候，白细胞会把它们视作异物，跑来吞噬这些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断增

多，白细胞就不停吞噬，最终形成泡沫细胞，导致

细胞坏死，进而变成斑块在血管壁中沉积，随着斑

块越长越大，血管就会堵塞。

保健品很难治疗血管堵塞

有人说，服用保健品能疏通血管，事实果真如

此吗？

“有些保健品可能对降低血脂有用。但要注

意的是，这只是对健康人而言。对于那些已经出

现血管堵塞的病人，保健品的作用微乎其微。”李

东宝说。

现阶段，血管堵塞后主要有 3种治疗手段，即

药物治疗、植入支架和搭桥手术。支架是把血管

堵塞的地方支撑起来，让血液顺利通过；搭桥手术

相当于再造一个“通道”。“原来的路堵住了，咱们

在附近重新修一条路。”李东宝说，多数情况下再

造的“通道”是取自身血管（比如右侧桡动脉或双

腿的大隐静脉或内乳动脉等），而大血管则可以用

人造血管。

需要注意的是，药物治疗方式都不可能逆转

血管变窄的事实。比如吃抗凝药物，目的是让血

液变得稀释，不易凝固，从而在血管中更易流通。

不想给血管“添堵”最好的办法是改善生活方

式，提早预防。专家称，要注意生活中的细节，尽量

把能去除的危险因素去除，比如积极防治高血压、高

血脂、高血糖，不抽烟、不饮酒，同时增加运动量等。

给血管给血管““添堵添堵””的真是的真是““垃圾垃圾””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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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谣

强行越站
乘车将加收50%票款

就公众关注的“买短乘长”问题，中国铁路总公司近日表示，如果

旅客没有按规定补票强行越站乘车，到站后铁路部门将加收已乘区

间应补票价 50%的票款。

根据中铁总发布的声明，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秩序，维护良好旅

行环境，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决定是否办理越站补票手续。

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规定，在有运输能力的情况下列车为

有需求的旅客办理越站补票，铁路工作人员在办理旅客列车越站补

票手续前，会根据当前车内人数、前方站预售车票情况，判断本车是

否还有富余运输能力。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秩序，在客流高峰期的重点列车、重点区

段，如果列车没有运输能力，将停止办理越站补票手续，并引导旅客

按车票票面标明的车次、区段、座号乘车，防止出现严重超员情况，影

响后续旅客乘车。如果旅客没有按规定补票强行越站乘车，到站后

铁路部门将加收已乘区间应补票价 50%的票款。

铁路部门呼吁广大旅客不要“买短乘长”、越站乘车，共同维护良

好旅行环境，也以免给个人造成损失。

试验报告显示
开锁方式安全性有待提高

中消协 5 月 5 日发布智能门锁比较试验报告，在测试的 29 款样

品锁中，指纹和密码开锁比信息识别卡开锁相对更可靠，样品锁开锁

方式的安全性有待提高。样品锁的使用寿命达到 10000 次开启以

上，远高于国家标准。

试验报告显示，开锁方式的安全性有待提高。在 29 款样品锁

中，48.3％的密码开启存在安全风险，50％的指纹识别开启存在安全

风险，85.7％的信息识别卡开启存在安全风险。28 款样品锁被小黑

盒攻击后未出现开启现象，仅 1 款无生产厂家信息标注的样品锁被

小黑盒攻击后开启。这些样品锁的信息安全测试内容包括信息泄

漏、身份鉴别、权限控制、数据传输安全 4项内容。

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29款样品锁的锁舌长度均符合要

求，但锁舌强度仅有 12款样品锁符合要求。智能门锁在连续实施误

操作及防护面遭受外力破坏时，应能自动发出声或光报警指示或报

警信号。经检测显示，29 款样品锁中只有 15 款锁能发出报警信号，

防破坏报警功能有待加强。

中消协建议，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产品，要检查产品名称、商标、

规格型号、生产厂家、生产厂址、安全级别、明示执行标准等信息，同

时注意产品是否具有合格证、说明书、开孔模板及保修卡等。门锁要

求外观整洁、无裂口、无锈蚀等。

挑选智能门锁时不要刻意追求更多的开锁方式，一般来说开锁

方式越多、潜在风险越大。建议消费者选用具备应急开锁功能的智

能门锁，至少将一把应急开锁钥匙保留在除家以外的安全地点，同时

通过钥匙形状来判断应急锁锁芯种类，单排弹子的锁芯安全系数较

低，不建议消费者选用。

WannaCry勒索病毒
电脑是否感染可在网上查询

为了有效控制 WannaCry 勒索病毒的传播感染，国家互联网应

急中心近日开通了该病毒感染数据免费查询服务。

2017 年 5 月 12 日，WannaCry 勒索病毒利用 Windows SMB（“永

恒之蓝”）漏洞在全球快速传播，造成全球计算机大范围感染。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介绍说，为实时掌握 WannaCry

勒索病毒及其变种在我国的传播感染情况，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持

续开展针对该病毒的监测工作。根据分析，WannaCry勒索病毒成功

感染计算机并运行后，首先会主动连接一个开关域名。如果与开关

域名通信成功，该病毒将不运行勒索行为，但病毒文件仍驻留在被感

染计算机中；如果通信失败，该病毒将运行勒索行为加密计算机中的

文件，并继续向局域网或互联网上的其他计算机传播。

据悉，截至 2019年 4月 9日，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发现我国

境内疑似感染 WannaCry 勒索病毒的计算机数量超过 30 万台，仍有

大量的计算机未安装“永恒之蓝”漏洞补丁和杀毒软件。

为了有效控制 WannaCry 勒索病毒的传播感染，国家互联网应

急中心开通了该病毒感染数据免费查询服务。查询说明如下：

WannaCry 勒索病毒暂只能感染 Windows 操作系统，请用户在

Windows操作系统上的浏览器中输入查询地址打开查询页面进行查

询，查询地址为：http://wanna-check.cert.org.cn。

若提示 IP 地址承载的计算机受到感染，建议使用 WannaCry 勒

索病毒专杀工具进行查杀，并及时修复相关漏洞。

如果使用宽带拨号上网或手机上网，由于 IP 地址经常变化，会

导致查询结果不准确，仅供参考。

（以上均据新华社）

随着夏天的临近，圣女果（俗称小西红柿）、

彩椒、紫薯、小南瓜、小黄瓜等蔬菜大量上市。

就在人们准备大快朵颐的时候，网上流传出这

样一种说法：圣女果、彩椒、紫薯都是转基因食

品，理由是以前我们没有吃过这么小的西红柿，

也没有见过颜色鲜艳的彩椒和紫薯。所以，这

些蔬菜都是后来用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人

们吃了并不安全。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来听听专家怎

么说。

凭外形就说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凭外形就说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
看把你能的看把你能的！！

本报记者 刘 垠

“ 这 几 种 农 产 品 和 转 基 因 没 有 任 何 关

系 。 比 如 ，西 红 柿 们 的 祖 先 原 本 就 个 头 小 ，

后来因为人们喜欢个头大的，就选育出了大

西红柿。以往在品种选育的过程中，由于追

求高产量和耐贮藏，种植者不惜牺牲风味口

感 ，导 致 西 红 柿 变 得 大 而 无 味 ，失 去 了 原 有

的 特 色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食 品 科 学 与 营 养 工

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说。

圣女果起源于南美洲，是野生的樱桃番茄

进化而来，以前人们把它当作花来养。我国的

西红柿可能是由欧洲或东南亚传入，当时的西

红柿就是和圣女果类似的形态，而现在普遍种

植的西红柿实际上就是由这些小西红柿驯化选

育出来的。所以，小西红柿是“原生态”的西红

柿，那些大个头的西红柿才是有人类干预痕迹

的衍生种。

朱毅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现在的消费者愿

意为口感买单，种植者选择返璞归真，于是西红

柿就回归到原本小个头的样子。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柳小庆指出，圣女果和小黄瓜都是传统的品种，

彩椒和紫薯的颜色都是自然色素积累所致。

紫薯又名黑薯，是不同种类的红薯经过杂

交培育出的品种，它的颜色为纯天然，由于富含

大量花青素而呈现紫色。而我们常吃的柿子

椒，即彩椒，由原产于中南美洲热带地区的辣椒

演化而来，长期的人工选择和杂交培育，才使它

有了如今五颜六色的外貌。

“我们不能以有没有见过为标准，来判断一

种产品或作物是不是转基因。”朱毅强调，我国

市场上的圣女果、紫薯、彩椒等只是自然演变和

人工选择产生的品种。

外表奇特的蔬菜就是转基因食品吗？

都说人不可貌相，看来转基因食品也不可

貌相。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辨别转基因食品？

看外表是否能辨别转基因呢？

“一般而言，转基因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

与传统的同类产品在外观上没有明显差异。”朱

毅坦言，目前，市面上流通的所有转基因产品，

都不可能通过视觉、嗅觉或味觉等常规感官手

段加以分辨，网上流传的各种望闻问切的辨认

方法都不靠谱。

“以我国市场上流通的转基因农产品为例，

它们基本由抗虫、抗病、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

衍生而来，但转入的抗虫、抗病、抗除草剂基因

并不影响作物的外观。”柳小庆说，但少数转基

因农作物因转入的外源基因发挥功能后，使转

基因作物的花色发生改变或者种子的颜色发生

改变而变得可以辨别。

柳小庆介绍，如转基因“黄金大米”，是因为转

入的贝塔胡萝卜素合成相关的基因在大米胚乳中

特异性的表达，使大米胚乳细胞可以合成并积累

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而贝塔胡萝卜素呈金黄色，

所以这种转基因大米被形象地称为“黄金大米”。

“其他如转基因木瓜、转基因玉米、转基因

大豆，以及其加工产品玉米油、大豆油等，只能

通过检测油里残存微量的核酸和蛋白质来进行

鉴别。”柳小庆表示，但是精炼的植物油基本检

测不出所谓的“外源基因与蛋白”。

网上辨别转基因食品的方法靠谱吗？

在上述网传说法中，不仅指出圣女果、紫

薯、彩椒是转基因食品，而且认为转基因产品吃

了不安全。一直以来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

性，都是人们争议的源头和焦点。那么，我们为

什么要生产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究竟几何？

“转基因应用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

且可利用相对低的成本生产高质的农产品。”柳

小庆称，虽然外表与一般农产品并无二致，但转

基因农产品具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基因，比如抗

虫、抗病毒、便于保存等。

“既然转基因的安全性没有问题，为什么还

有这么多争论？”“即便现在安全，怎么保证转基

因的未来也安全”……这些问题，道出了人们对

转基因产品的疑虑。

以科学研究而言，众多国际专业机构对转

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已有权威结论，即通过安全

评价依法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

“一个转基因农作物被批准商业化种植前，

有一个漫长的安全评价过程来确保安全。简单

来说，要从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两方面进行严

格的安全评价。”柳小庆对科技日报记者说，我

国是由农业农村部指定的第三方有资质的检测

机构对研发中的转基因作物分阶段安全评价，

无论哪个阶段发现安全风险，该转基因作物的

研发就会被终止。只有各个安评阶段都没有发

现安全风险，才会给该转基因作物发放生产应

用安全证书。

柳小庆强调，转基因作物最后是否会被批

准商业化种植，则由政府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后决定。事实上，只要拿到了生产应用安全证

书，就说明该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因此，经过

科学安全评价、政府严格审批依法上市的转基

因产品是安全的。

早在 2017 年，“转基因食品会致癌，导致不

孕不育”就被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列入转基

因十大谣言。而从全球的生产和消费实践来

看，20 多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累计种植 300 多

亿亩，至今未发现被科学证实的转基因食品安

全事件。

“基因工程技术，其实是一种精准育种手

段。但鉴于目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

低，一定要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明确标注，充分尊

重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朱毅表示。

食用转基因产品安全吗？

我们澄清了关于小西红柿和彩椒们的误
会，不少人可能会问：在我国，到底有哪些转基
因农产品是被批准种植和上市的？

据柳小庆介绍，我国目前批准的转基因
农产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我国自己种植
和生产的转基因抗虫棉和转基因抗病毒番
木瓜。另外一类是从国外进口的转基因大
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油菜、转基因甜菜和
转基因棉花，以及这 5 种作物的衍生品，进口
的农业转基因农作物只能用作加工原料，不
得种植。

“市场上常见的转基因食品，除了番木瓜、
大豆油、菜籽油外，还有由大豆油和菜籽油制成
的调和油，这些农产品的加工产品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进行相应的标识后均可合法销售流通。”
柳小庆说。

我国有哪些转基因产品获批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2002 年，我国发布的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中明确指出，

转基因农产品的直接加工品需标注为“转基

因××加工品（制成品）”或者“加工原料为转基

因××”。2018 年 7 月，我国发布《关于加强食

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对转基因油和非转

基因油的标识都做了专门规定。这就给了消费

者更多选择权和知情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