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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 日是全国爱耳日，耳部健康问题引发社

会关注。

“挖耳‘神器’，让你挖耳朵就像照镜子，舒服到

抓脚趾。”最近一款可以连接手机的可视挖耳“神器”

在网上热卖，其价格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除此

之外，网上还售卖其他种类的挖耳“神器”，如弹簧挖

耳勺、放大镜发光挖耳勺、吸耳屎器等。

对此，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

医师杨东表示，一般情况下，耳朵本身具有自洁功

能，通过外耳道纤毛运动，借助咀嚼、张口等动作，

耳屎可以自行排出。无论是用普通挖耳勺还是挖

耳“神器”，都不建议大家自行掏耳朵，以免损伤耳

道和鼓膜。

使用“神器”增加耳朵受伤风险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可视挖耳勺基本上采用了

类似于内窥镜的设计，在挖耳勺前端配备了微型

摄像头，其可以连接手机 App。商家宣称，能从手

机端看清耳朵内部，进而更加准确地找到耳屎并

将其清理出来。

“这种可视挖耳勺和专业医生操作的耳内镜

有些类似，不过和专业耳内镜相比，绝大多数可视

挖耳勺的图像清晰度非常低、色彩辨识度也很

低。”杨东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清晰地看到耳

内情况，有时出现轻微破损出血也看不到，因此极

易弄伤外耳道和鼓膜。

此外，挖耳“神器”镜头呈现出来的图像是二

维的，而真实的耳道是三维的，这样在操作的时候

只能看到平面，而无法感知深浅。

“耳道只有短短的 2.5 厘米，而且并不是笔直

的，‘道路’曲曲折折。此外，每个人的耳道也不是

一模一样的，因此专业医生在操作耳内镜时都会

非常小心，遇到比较麻烦的情况时，还需两名医生

共同操作。对于不同形态的耳屎，医生可能会使

用不同工具。”杨东强调，对于没有专业解剖知识

的普通人来说，并不了解耳道的构造，即使看到了

鼓膜，也可能分辨不出鼓膜等重要部位，贸然去挖

非常危险。

“同时，很多人在用普通耳勺自行掏耳朵时，

因为看不到耳内状况，可能会比较慎重，不敢贸然

往深处掏。但是由于有了可视的影像，大家就敢

放心大胆地往耳道深处掏，反而增加了损伤耳道

和鼓膜的风险。”杨东分析。

其实不只是可视挖耳勺，像弹簧挖耳勺、吸耳

屎器等，商家也都会宣称其产品比普通挖耳勺更

安全，让普通老百姓产生一种错觉——这些挖耳

“神器”可以让我们实现“掏耳自由”、不会弄伤耳

道，进而诱导消费者肆无忌惮地掏耳朵。

通常没必要频繁掏耳朵

“耳屎虽然被称为‘屎’，但并不是身体里的

废物。”杨东介绍，耳屎的学名叫耵聍，是外耳道

软骨部皮肤内腺体的分泌物，具有杀菌、润津耳

道的作用。

大部分人外耳道皮肤表面都会附有一层极薄

的耳屎，暴露在空气中后，会结成淡黄色或褐色薄

片。还有人的耳屎像黄色黏稠的油脂，附着在外

耳道。不过，不管是哪种耳屎，都可以保护耳道，

使耳膜免受真菌、灰尘、小虫子等侵害。此外，外

耳道的耳屎在鼓膜前面，可以让声音缓缓传导进

去，使鼓膜免受剧烈震动的损害。

“从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根本没必要频繁掏

耳朵。”杨东表示，一般情况下，耳垢多了，通常会

自然排出。即使有时耳屎过多、完全堵塞了外耳

道，只要不影响听力，没有耳痛、咳嗽、耳朵肿胀等

症状，也都无需处理。

经常掏耳朵虽然感觉很爽，但会让耳朵很受

伤。“经常挖耳朵最大的风险，就是会不小心碰伤

鼓膜，引起中耳炎或者耳聋。”杨东说，这种情况

在临床上十分多见，比如掏耳朵时被别人碰到手

臂，或者是自己掌握不好深浅，都可能出现这种

意外。

使用金属等材质较硬的挖耳工具，很容易碰

伤娇嫩的外耳道皮肤。如果挖耳朵的工具没有进

行过严格灭菌，很容易把细菌带进耳道，引发外耳

道炎或者慢性外耳道炎，若长期渗液刺激耳道，还

能引起外耳道湿疹等疾病。

“当耳屎过多，出现耳闷、耳痛或者听力轻微

下降等情况时，大家可以到医院进行专业清理。”

杨东解释，引起耳屎分泌过多的原因有很多，可能

是由外耳道炎、中耳炎等疾病引起的，也有可能是

由外耳道畸形、狭窄等原因引起的。当出现耵聍

栓塞，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比如使用碳

酸氢钠、硼酸等油性滴耳液，先把耵聍泡软，而后

用水一冲就可以将其取出。如果耳部出现合并感

染，医生会先解决感染问题，而后再取出耵聍。

可视挖耳勺走红网络，它能带来“掏耳自由”？

挖耳挖耳““神器神器””或许让耳朵更受伤或许让耳朵更受伤

长知识

一般情况下，耳朵本身具有

自洁功能，通过外耳道纤毛运

动，借助咀嚼、张口等动作，耳屎

可以自行排出。无论是用普通

挖耳勺还是挖耳“神器”，都不建

议大家自行掏耳朵，以免损伤耳

道和鼓膜。

杨东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耳鼻喉科副主
任医师

春寒料峭，中午晒会儿太阳是种享受。不过你注意到了吗？2

月的太阳有点“懒”：正午时刻总是推迟。这是为什么呢？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所谓正午，是太阳

来到正南方的时刻。大家一般以为，每天 12点太阳会运行到正南

方向，此时正午到来。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正午和 12点之间常常

存在时差，这与我们所用的时间系统有关。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古以来，人们根据太阳的周日运动来

安排生产生活。这种以真实太阳视运动为依据确定的时间系统叫真

太阳时。但是由于地球轨道偏心率和黄道赤道交角的影响，真太阳

时是不均匀的，无法满足现代人类对时间精确度的需求。为了得到

一个更均匀的日常时间，人们假想太阳平均运动而得到了平太阳

时。我们所熟知的格林尼治时间，又称为格林尼治平太阳时。

平太阳时与真太阳时之间存在时差，这个差值区间在负 14分

钟到正 16分钟之间，正午的时刻也因此相应提前或者延后了。事

实上，一年之中时差为零的只有 4天，一般发生在 4月 16日、6月 13

日、9月 1日、12月 25日附近。2月的时差保持在极小值附近，即负

14 分钟左右。也就是说，最近是一年当中太阳推迟“值班”最久的

一段时间。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计时的依据已经不局限于天文观测。

目前科学上采用更为精确的时间体系：原子时。原子时以原子内

部发射的电磁振荡周期为基准，是一种较为恒定、均匀的时制。国

际单位制的时间单位“秒”就是以原子时来定义的，是三大物理量

的基本单位之一。

“现在人们日常所用的时间与原子时相比，每 1 至 2 年会有大

约 1秒的时差，通过提前或后拨 1秒来进行调整。”王科超说。

正午时刻总推迟

太阳“犯懒”为哪般

2 月恰逢虎年春节，阖家团圆时，少不了餐

桌上丰盛的美食，也少不了活跃气氛的烟火。而

这个月冒出的谣言，正与过年饮食、习俗密切相

关——“被打蜡的苹果吃了有害”“冷烟花温度低、

燃放无危险”“预制菜含防腐剂”“多吃高膳食纤维

食物可‘刮油’”……

今 天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就 对 上 个 月 出 现 的

“年味儿”谣言逐一进行盘点，帮您拨开迷雾、

寻找真相。 想做大餐给家人吃，可自己的厨艺又拿不出

手 ，而 且 准 备 年 夜 饭 的 过 程 比 较 繁 琐 ，怎 么 办

呢？预制菜解决了这些问题，且价位比饭店还便

宜。其制作起来非常便捷，只需加热或简单烹饪

即可食用，就算是厨房“小白”也能“做”出佛跳

墙、花椒鸡、水煮牛肉、酸菜鱼等制作工艺复杂的

硬菜。

然而，悄然走红的预制菜，也引来了一些质

疑：预制菜的保质期可长达 1 年，其中肯定添加了

防腐剂。事实真是如此吗？

“一般来说，添加防腐剂的目的是延长保质

期，抑制致病微生物的滋生。”王浩表示，不过预制

菜保鲜并非依靠添加防腐剂。

首先，预制菜几乎都是熟食，经过长时间的

高温烹饪，相当于进行了杀菌；其次，随着保鲜

工艺的进步，菜品烹饪后一般会采用急速冷冻

技术（零下 18 摄氏度）进行储存，这种低温保鲜

方法，可在不使用任何防腐剂或其他添加剂的

情 况 下 ，尽 可 能 保 证 食 物 中 的 水 分 不 流 失 ，最

大限度地保存食物的营养，同时还能抑制微生

物繁殖。

对于添加剂的使用，王浩表示，大家不必过度

紧张。“有些添加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会碰到，

家庭烹饪的时候也都会使用。”王浩举例，比如，不

少蚝油中都含有谷氨酸钠、山梨酸钾、羟丙基二淀

粉磷酸酯、柠檬酸等，这些都是添加剂。只要添加

剂含量是在国家制定的标准范围内，消费者食用

它们是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的。

预制菜含防腐剂？

真相：保鲜主要靠急速冷冻

过年自然少不了“气氛担当”烟花，而冷烟花

因其燃点较低、无烟、相对传统烟花更环保，近年

来备受人们的欢迎。

“冷烟花，又名冷光烟花，是指点燃时发出极

白的亮光、产烟量及残留熔渣较少的一类烟火物

质。”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星光科普团成员刘明钰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常见的冷烟花有

仙女棒、电子烟花等。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冷烟花，基本是将一定粒

径的单基火药（主要成分为硝化棉）、氧化剂、金属

粉（一般为钛粉或锆粉）等通过一定比例混合均匀

后装配而成的。

像手持冷烟花在燃放时，其火焰（火花）喷出

后温度迅速降低，距喷射口 20 厘米处温度可降至

约 80摄氏度，距喷射口 50厘米处温度能降至约 40

摄氏度，因此会给人们一种“冷烟花的火焰温度很

低、没有危险”的错觉。

“实际上，冷烟花并不‘冷’。”刘明钰说，在燃烧

时，冷烟花发的光并非人们通常以为的“冷光”，而是

依靠热辐射发出的光。烟花喷射口处的温度可高达

800摄氏度甚至上千摄氏度，这时只要距离烟花足够

近，就会被灼伤、衣物就能被烧焦。另外，冷烟花在燃

放时会产生喷射状火花，其中一些温度较高的大颗粒

还能引燃周围可燃物品，严重时也会因此引发火灾。

此外，有些违法企业为节约成本，会使用劣质

材料制造冷烟花，导致了市场上相关产品质量参

差不齐、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刘明钰强调，冷烟花作为烟花爆竹，属于易燃

易爆危险品，这一基本属性并未改变。“建议大家

在燃放冷烟花时，要严格遵守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的各项规定，使用合格的烟花产品，并在与烟花保

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进行燃放。”她说。

冷烟花温度低，燃放无危险？

真相：冷烟花并不“冷”

过年期间走亲访友，很多人会赠送新鲜水果，

苹果是很多人的选择。然而，网上却有种说法：苹

果如果表皮光滑、摸起来黏黏的，刮下来还有粉

末，就说明是被打过蜡的，有毒！这样的传言由来

已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吓唬”一下大

家。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水果打蜡是很普遍的现象，不光是苹果，像柑橘

类水果或易腐烂的水果，在采摘后也都会被打蜡。”天

津科技大学食品学院教授王浩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介绍，打蜡是一种常规操作，打蜡可减少水果

水分流失，使其保持新鲜状态和高“颜值”，而且还能

防止微生物的侵入，进而延长储存时间。

打蜡时使用的果蜡，属于食品添加剂。“果蜡

在很多国家都是被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正规

操作的打蜡，是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王

浩表示，在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中明

确规定，可以将吗啉脂肪酸盐（又名果蜡）、巴西棕

榈蜡等作为被膜剂，起到保鲜、上光、防止水分蒸

发等作用。

尽管果蜡无害，但还是有消费者担心，商家打

蜡使用了非食品添加剂——工业蜡，这会给人体

带来危害。对此，王浩表示，工业蜡成分比较复

杂，给水果打蜡时若使用了这种蜡，的确可能会使

铅、汞等重金属渗入到果肉中，过量摄入会对人体

健康产生危害。但我国对此进行了严格的监管，

之前也有省市进行过相关抽查，果蜡和残留重金

属含量全部合格。

“工业蜡有轻微刺鼻异味，而食品级果蜡则无

色无味。”王浩建议，消费者在购买苹果时，可以闻

一闻，是否有刺鼻味道。食用的时候，通过削皮就

可以轻松去掉果蜡。也可以用细盐慢慢搓洗苹果

表面，这样能够洗净大量果蜡和灰尘。

被打蜡的苹果吃了有害？

真相：果蜡属于食品添加剂，无毒

俗话说，每逢佳节胖 3 斤。每年春节过后，减

肥都会成为不少人关注的话题。今年网上盛传膳

食纤维能吸附小肠中的脂肪，而后随着粪便排出

体外，从而达到“刮油”的目的，实现减肥瘦身。这

样的说法靠谱吗？

“根据溶解度，膳食纤维可分两种：可溶性

膳 食 纤 维 和 不 可 溶 性 膳 食 纤 维 。 像 果 胶 、树

胶 、海 藻 多 糖 、低 聚 果 糖 等 都 属 于 可 溶 性 膳 食

纤 维 ，它 们 的 容 水 量 大 ，能 分 散 在 水 中 形 成 高

黏 度 的 溶 液 。 而 麦 麸 、蔬 菜 的 纤 维（叶 类 蔬 菜

含量较高），容水量相较可溶性膳食纤维小，属

于 不 可 溶 性 膳 食 纤 维 。”天 津 市 第 一 中 心 医 院

营 养 科 主 任 医 师 谭 桂 军 在 接 受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采访时表示，这两种膳食纤维都不会和脂肪融

合 ，也 没 有 吸 附 脂 肪 的 功 能 ，更 不 会 加 快 脂 肪

分 解 ，所 以 多 食 用 膳 食 纤 维 含 量 高 的 食 物 可

“刮油”的说法并不准确。

不过，对于需要控制体重和“三高”人群来

说，食用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的确会有不少

帮助。

“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通过刺激肠道的收

缩和蠕动，加快大便排泄；可溶性膳食纤维具有很

强的吸水性，其吸水后会使人体肠内容物体积增

大，大便变松变软，通过肠道时会更顺畅、省力。

与此同时，吸水后的粪团体积重量增加，能刺激肠

道的收缩和蠕动，加快大便排泄，进而起到改善便

秘以及加快排出肠内容物中有毒物质的功效。”谭

桂军表示。

除此之外，大多数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与胆酸

结合排出体外，从而排出胆固醇，起到降低胆固醇

的作用。可溶性膳食纤维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时

间，从而降低餐后血糖升高的幅度。可溶性膳食

纤维在大肠内可以被细菌完全酵解产生短链脂肪

酸，其是肠道益生菌营养物的来源，可为益生菌提

供非常好的“居住条件”，从而调节肠道菌群的环

境。这些短链脂肪酸还能刺激结肠细胞释放活性

因子，减少糖分的摄入，增加胰岛素的分泌，起到

控制血糖的作用。

“虽然膳食纤维对人体有很多益处，但并非

吃得越多越好。”谭桂军介绍，过量摄入膳食纤

维 可 能 会 引 起 腹 部 不 适 ，影 响 人 体 对 蛋 白 质 、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吸收，反而对身体产生不

利影响。

针对不同人群，可以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及其

他权威指南推荐，在营养医师指导下摄入膳食纤

维。中国营养学会在 2017 年 10 月 15 日发布了中

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膳食纤维建议摄

入值为 25 到 30 克/日。中国慢性便秘诊治指南推

荐便秘患者，增加膳食纤维和水分的摄入，推荐每

日摄入膳食纤维 25到 35克。

多吃高膳食纤维食物可“刮油”？

真相：既无法吸油，也不能加速脂肪溶解

辟谣

春节过完了春节过完了，“，“年味儿年味儿””谣言该翻篇了谣言该翻篇了
3 月 4 日是国际 HPV 知晓日。HPV 是人乳头瘤病毒，其之所

以受到如此重视，是因为感染 HPV 会导致罹患宫颈癌。据统计，

2020 年全球女性宫颈癌新发病例数为 60.4 万，死亡病例数为 34.2

万，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全球女性癌症第 4位。幸运的是，

宫颈癌是目前唯一明确病因的癌症，通过接种疫苗就可预防 HPV

感染，从而减少患宫颈癌的概率。

专家建议，优先推荐 9 到 26 岁女性接种 HPV 疫苗，特别是 17

岁前、首次性行为前接种获益可最大化；同时推荐 27 到 45 岁有条

件的女性接种 HPV疫苗。

不过，关于这一针到底该怎么选，网上的消息五花八门，让人

眼花缭乱。为了让女性朋友 HPV 疫苗打得明明白白，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相关专家为您带来权威解读。

二价疫苗就可起到预防作用

当前，我国批准上市的 HPV 疫苗包括两个二价疫苗、一个四

价疫苗和一个九价疫苗。二价和四价 HPV 疫苗适宜接种的年龄

是 9 到 45 岁，九价疫苗适宜接种的年龄是 16 到 26 岁。4 款疫苗都

需要接种 3针，在 6个月内完成接种。

专家表示，引起宫颈癌的高危型 HPV 主要有 14 种，其中最

常见的就是 16 和 18 两种型别，会引发约 70%的宫颈癌。而二价

疫苗预防的就是 HPV16 和 18 型；四价则是在二价基础上，增加

了对 HPV6 和 11 型低危型病毒的预防；九价疫苗又在四价疫苗

基础上，增加了对 HPV31、33、45、52、58 型的预防，能预防 90%的

宫颈癌发生。

“不少女性朋友看到 HPV 疫苗分为二价、四价、九价，就开始

纠结到底接种哪种更好。”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常委、天津医科

大学总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薛凤霞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引起宫颈癌的主要就是 16 和 18 型 HPV，其实接种二价疫苗

就能起到预防作用了，可根据疫苗对年龄的限制选择相应的疫苗，

没必要盲目等更多价，更没必要过度纠结于几价。疫苗越早打越

好，与其等待、纠结，不如趁早行动，千万别错过远离宫颈癌的宝贵

机会。”

疫苗保护期限或超10年

自 2006 年 HPV 疫苗上市以来，长期随访研究证实，HPV 疫苗

的保护效力可长达 10年，并呈现 12年的保护趋势。

薛凤霞表示，不过最终接种 HPV 疫苗后免疫保护能维持多

少年，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还有待继续随访观察与进一步的科学

研究。

接种前最好进行宫颈癌筛查

如果在接种HPV疫苗前按照宫颈癌筛查要求已规律地接受过

宫颈癌筛查，并且没有出现异常筛查结果，则可无需在接种疫苗前特

意进行宫颈癌筛查（包括HPV检测或宫颈细胞学筛查）。如果在接

种 HPV 疫苗前没有接受过规律的宫颈癌筛查，建议进行宫颈癌筛

查，如果有异常筛查结果，应咨询医生进行阴道镜等相应检查。

“需要注意的是，接种了 HPV 疫苗不等于终身不患宫颈癌，广

大女性朋友仍需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及时筛查出其他未包含在

疫苗内的 HPV 亚型感染及其引发的相关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治

疗。”薛凤霞强调。

二价HPV疫苗就“够用”

尽早接种更重要

给您提个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