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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妈粉”还是“姐

粉”，她们投射给玲娜贝儿

的爱，本质都是粉丝对自己

的爱。爱玲娜贝儿就是爱

自己的“内在小孩”，爱那个

充满童真的、快乐的、小时

候的自己。

给您提个醒

◎新华社记者 王 烁

◎杨剑兰

心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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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许 雄 赵 阳

3 月 24 日是第 26 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结核病主要通过呼

吸道传播，专家指出，学校和学生是结核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和重要

人群。

河南省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孙定勇表示，结核病

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病，除了指甲和头发

以外可侵犯全身的各种脏器器官，但主要侵犯肺脏，引起肺结核，

其症状主要是咳嗽、咳痰 2周以上，以及发热、盗汗、乏力等。传播

途径是排菌的肺结核患者通过大声说话、咳嗽或打喷嚏排出的飞

沫被周围的人吸入，从而感染。

肺结核在人群密集的场所，如学校、养老机构等，一旦有

传染源长期存在，极易造成聚集性疫情。学校是人群高度集

中的地方, 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等活动中接触密切,且时间

长,特别是寄宿制学校的学生,所以学校内的结核病防控是重

中之重。

孙定勇建议，首先，学校领导及师生需要对结核病相关知识有

基本了解，掌握结核病的可疑症状、传染途径，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其次，学校教室、寝室等室内场所要保持通风，加强空气流通，

对空气消毒（紫外线），降低结核病传染风险。最后，学生个人应加

强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保持良好作息习惯。同时还要保持健康

的心理，对结核病传染不产生过度焦虑。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将至

专家：学校要注意防控

2020 年以来，全国推行“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督促电动

自行车驾驶人佩戴头盔。记者发现，骑车人佩戴的这些头盔虽然

外形差不多，但质量却良莠不齐。这些头盔能否有效保护骑车人

的安全？

价格天差地别 质量差异巨大

在山西太原市相关销售市场及网购平台上，记者发现，在售的

电动自行车头盔价格天差地别，最便宜的仅需 3.9 元，贵的达到数

百元。

记者从市场上购买了两款价格分别为 40 元和 170 元的头盔。

其中标价 40元的头盔，有完整外形，内部也有分层结构，佩戴时头

部不与外壳直接接触，看似无懈可击。另一款 170元的头盔，外壳

更坚固，绑带更牢靠，两层结构中间，还多了一层发泡材料缓冲层。

记者首先对两顶头盔进行了 1.5 米高度西瓜“戴头盔”坠地试

验。试验中，第二款头盔保护西瓜没有破损，第一款头盔“保护”下

的西瓜直接裂成两半。

随后，在太原交警一处电动自行车登记点的教育展示区，记者

利用此处设备，对两顶头盔进行了简易试验。在坠落穿刺高度仅

为 1米的微缩简易实验中，第一款头盔顶部直接碎裂，头模遭钢锥

刺入。第二款头盔仅被刺出小凹点，并未穿透，头模也无可见伤

害。此外，第二款头盔始终保持固定状态，而第一款头盔的绑带在

遭受撞击时脱开，导致头盔偏移。

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观察员贾永峰认为，无论从简

易试验还是实际案例看，当前市场上售卖的电动自行车头盔确实

存在较大质量差异。质量差的头盔主要表现为外壳材质低劣、束

带不牢靠、缺少发泡材料缓冲层等，无法有效保护消费者头部。

市场大、厂家多“超七成头盔不安全”

随着 2020年“一盔一带”行动展开，大量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开

始购买头盔，市场容量过亿。《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国家强

制性标准》编制组成员曾长龙告诉记者，自 2020 年 4 月以来，电动

自行车头盔需求量猛增。近两年，我国电动自行车头盔生产企业，

从 100 多家猛增到 500 家以上，头盔日产能由 20 万顶，推高到 100

万顶左右。但根据他们的市场调研，市场上超七成电动自行车头

盔存在安全隐患。

在 2021 年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所头部防护用品实验室

依据地方团体标准进行的一次测试中，10 款头盔有 4 款不耐摔，6

款约束绑带不牢靠。

太原市电动自行车销售市场中的一些商家表示，如果为了应

付检查，“买 20 元的头盔就可以了”；如果真要确保安全，“就要买

100 多元带 3C 标志的”。部分商家“买电动自行车送头盔”，但除

两家品牌所送头盔质量较好外，大量商家送的都是没有发泡材料

缓冲层的廉价头盔。在记者街访的多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中，只

有一名购买了 200 元以上的头盔，其他多数受访者的头盔价格集

中在 20元至 40元，这些廉价头盔均无发泡材料缓冲层。

太原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原晋惠提示广大消费者，要切实

提高安全意识，选购电动自行车头盔时，不能一味图便宜，建议通

过正规渠道购买口碑好的品牌；购买时要确认产品名称、合格证、

厂名厂址、企业资质和执行标准，建议按照摩托车头盔标准购买有

3C 认证的产品；如果对产品质量有怀疑，可登录国家认证认可监

督管理委员会网站，输入产品编码进行查询。她还提醒，头盔的使

用寿命一般为塑料材质的 3 年，碳纤维材质的 5 年，平时需要存放

在干燥通风且无阳光直射处，以持续保持头盔的材料强度。只有

这样，真正发生交通事故时，安全头盔才能成为“保命盔”。

电动自行车头盔3.9元

“头等大事”别光图便宜

“玲娜贝儿就是我的互联网亲女儿”“又是被

迪士尼顶流女明星迷晕的一天”……你或许不是

玲娜贝儿的粉丝，甚至没去过迪士尼，但你肯定

听过它的大名、刷到过相关报道，或者看过它的

短视频、用过它的表情包。

去年，上海迪士尼推出了一款名为玲娜贝儿

的狐狸玩偶，没想到它一经问世便风靡全网。这

让围观网友很疑惑：一个没有动画支撑、凭空创

造出来的玩偶，为何能如此受欢迎？今天就让我

们用心理学来一探究竟。

外表、人设都很讨喜

玲娜贝儿“圈粉”的一个点，是它“萌萌”的外

形。粉嘟嘟的皮肤、圆圆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微

笑上扬的嘴角、头上还戴着一朵花……玲娜贝儿

的形象给人一种天真、可爱、浪漫的感觉。很多

粉丝表示，一看到玲娜贝儿就特别开心，压力瞬

间得到了释放，内心也被治愈了。

那么，为什么可爱的形象能让人感到愉悦呢？

奥地利著名动物学家康拉德·洛伦兹研究发

现，婴儿能引发人类个体强烈的积极反应，表现

为自发的微笑、想要拥抱等。除了婴儿，康拉德·
洛伦兹还通过动物研究发现，那些前额大、鼻子

短、眼睛大的动物，比如猫、狗、熊猫等，也很容

易激发人类想给予其拥抱的冲动。

为此，康拉德·洛伦兹提出了一个名为“婴儿

图式”的假说：那些具有可爱面孔、哭声和触感等

类似婴儿的事物，能够激发成人的喜爱和呵护之

情。“婴儿图式”具有进化意义，可爱的婴儿能激

起人们的保护欲，这有利于婴儿的存活乃至整个

人类种族的延续。玲娜贝儿的形象非常符合“婴

儿图式”，它粉粉的、软软的，让人想与之亲近。

玲娜贝儿另一个“圈粉”的点，是它的人设。

不论是迪士尼还是娱乐圈，立人设都是“圈粉”利

器。因为有了鲜明的人设，粉丝便能在偶像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就找到了归属感。

迪士尼对玲娜贝儿的人设定位是一只充满好

奇心、热爱探险的小狐狸，它善于交友、元气满满、

自由自在。更让粉丝爱得疯狂的是玲娜贝儿在与

游客互动的过程中，呈现出的立体多面性格——

时而娇羞可爱、时而活泼快乐，此外它还爱憎分

明，对不尊重它的男性游客拔剑抗议。

为什么这样的人设会讨喜呢？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百度搜索指数显示，玲

娜贝儿的目标人群年龄集中在 20 到 39 岁，其中

近 70%为女性。从人群分布的地域来看，排名前

3 位的城市为：上海、广东和北京。由此可见，一

线城市轻熟女性是玲娜贝儿的主要粉丝群体。

这类群体的普遍特征是，压力大、经济独立、爱

美、女性意识觉醒。玲娜贝儿无忧无虑、元气满

满、率真可爱的性格，正是这些女性所向往的，它

展现了她们想要的状态，“活出”了她们想要活出

的样子。

击中当下人们的情感痛点

有意思的是，在玲娜贝儿的粉丝中有不少

“妈粉”“姐粉”，她们称它为“女儿”“妹妹”。从

这样的爱称中，能看出粉丝把母亲对孩子的爱、

姐姐对妹妹的爱投射到了玲娜贝儿身上。

投射，指的是个体依据其需要、情绪的主观

指向，将自己的特征转移到他人身上的现象。心

理学精神分析流派发现，投射这一心理机制，让

人与人之间得以建立情感连结。不管是“妈粉”

还是“姐粉”，她们投射给玲娜贝儿的爱，本质都

是粉丝对自己的爱。爱玲娜贝儿就是爱自己的

“内在小孩”，爱那个充满童真的、快乐的、小时

候的自己。

玲娜贝儿还给这类粉丝带来了依恋的满足。

依恋，由英国精神分析师约翰·鲍尔比提出，指的是

个体与具有特殊意义的他人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

的倾向，其能为个体提供安全感和安慰。依恋的概

念是约翰·鲍尔比依据恒河猴实验结果提出的。

在恒河猴实验中，美国心理学家哈洛及其同

事开展了一个名为“代母养育”的实验，他们把刚

出生的小猴与母亲分开，用两只假猴子代替猴妈

妈。一只假猴由铁丝制成，上面绑着奶瓶；另一

只假猴用绒布制成，上面没有奶瓶。实验发现，

除了偶尔需要喝奶时，小猴会跑到“铁丝母猴”那

里，其余的时间它都与“绒布母猴”待在一起。

约翰·鲍尔比将小猴对“绒布母猴”的渴求称

为依恋，认为依恋是动物的本能需要。依恋也是

人的本能需要，每个人都需要依恋。依恋能缓解

孤独、焦虑不安等情绪，能给人带来安慰。玲娜贝

儿毛茸茸的外形，满足了女性粉丝对依恋的需要。

究其根本，玲娜贝儿能够大火，是因为它击

中了当下的情感痛点：高压生活下人们对快乐、

自在、疗愈的渴求，城市让人越来越孤独的背景

下人们对依恋的渴求，女性觉醒后表达自我、愉

悦自己的渴求……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玩偶能否

走红主要还是看它是否踩在了时代的节拍上。

没有人知道玲娜贝儿还能红多久，但只要人类还

有情感需要，即使玲娜贝儿过气了，还会有新的

玩偶来填补这个需要。

（作者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心理学家告诉你玲娜贝儿“圈粉”秘诀

老坛酸菜“塌房”了。

今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曝光部分老坛

酸菜竟靠“土坑工艺、足踩发酵”。据报道，这种

“土坑酸菜”制作极其“狂野”：制作人员或穿拖鞋

或光着脚在酸菜上踩来踩去，边抽烟边干活，抽完

烟头直接扔在酸菜上。整个制作过程让人看得触

目惊心。

抛去卫生与否不说，酸菜这类腌制食品本身

就让不少人又爱又怕——喜欢它们的风味却又担

心食用会影响健康。

那么，这种担心是小题大做还是真有必要？

科技日报记者为此专访了食品和营养专家，看看

他们怎么说。

“酸菜属于泡菜的一种，也被称为盐渍发酵蔬

菜。”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浩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我国酸菜的种类

有很多，如四川的酸菜、广西的酸笋等。

酸菜里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植物酵素，它

们除了可以促进肠胃消化，还能增进食欲。

不过，关于酸菜等腌制食品中含有亚硝酸盐、

会致癌的说法一直甚嚣尘上，这让一部分人对酸

菜望而却步。

对此，王浩表示，亚硝酸盐对人体的确存在直

接和潜在的危害。亚硝酸盐可以把正常的血红蛋

白氧化，使其失去运输氧气的能力，最终导致组织

缺氧，使人出现头晕、昏迷甚至休克等不良反应。

此外，亚硝酸盐进入人体的肠胃，在特定的酸碱

度、温度、微生物条件下，与特定的物质发生反应，

会生成强致癌物——亚硝胺。人体长期吸收亚硝

胺，会增加患胃癌的概率。

“不过，大家也不必谈亚硝酸盐色变，蔬菜在

采摘后，本身就含有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王浩解

释，新鲜蔬菜吸收了土壤中的氮肥后，氮素暂存于

植物体内产生硝酸盐。硝酸盐本身没有毒性，但

经过一系列的还原反应，就会变成亚硝酸盐。

“发酵初期，在硝酸盐还原酶作用下，蔬菜

中大量硝酸盐被转化为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含

量会急剧增加。”王浩介绍，但随着发酵过程中

氧气减少、乳酸菌的生长，导致 pH 值降低，杂

菌的繁殖受限甚至出现死亡，乳酸菌逐渐演变

为 优 势 菌 群 。 由 于 乳 酸 菌 代 谢 产 生 的 乳 酸 及

乳酸菌自身的酶系统，会使相当一部分亚硝酸

盐被降解，也同时削弱了其他菌株还原硝酸盐

的能力。至发酵结束时，亚硝酸盐含量降至最

低点，甚至消失。

“发酵过程中亚硝酸盐含量变化会呈现出一

个从波峰到波谷的过程，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

我们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只有足量的亚硝酸

盐才能对人体造成伤害，少量的亚硝酸盐对人体

的影响很小。”王浩强调，如果酸菜中的亚硝酸盐

含量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范围，只要不

是长期、大量食用，并不会对人体产生影响、更不

会致癌。

不长期大量食用无致癌风险

虽然品质合格的酸菜可以放心食用，但消费者

在选购时，还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王浩建议，一

定要去正规渠道购买，并且选择包装上印有 SC 食

品生产许可证的产品，此外生产日期、保质期、厂名、

厂址一个也不能少。

对于传统发酵的酸菜，吃前最好用清水泡一

泡，仔细洗一下，这样也可以洗掉大部分亚硝酸盐。

即使是被加入了护色剂、焦亚硫酸钠、二氧化硫等

的“足踩发酵”酸菜，也能通过这一步骤去掉不少添

加剂。

“同时，在选择酸菜时要看一下配料表，最好

挑选用乳酸菌发酵制作的酸菜，利用乳酸菌发酵

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发酵产酸、抑制杂菌生长，因

此其中添加的盐更少；并且乳酸菌发酵产生的乳

酸能分解亚硝酸盐，其中亚硝酸盐含量也更低。”

王浩建议，要优先选择用植物乳杆菌、干酪乳杆

菌、短乳杆菌等乳酸菌发酵的酸菜，同时选钠含量

较低的产品。

选购酸菜时认准乳酸菌发酵

此次老坛酸菜“塌房”事件波及甚广，连豆腐

乳、黄豆酱、纳豆、酱油等发酵食品也跟着“躺

枪”。不少人觉得，发酵食品和腌制食品一样，都

经历了漫长的存储和发酵过程，在此期间它们会

长出很多霉菌，一定存在安全问题。

事实真是如此吗？

“若是正规厂家按照规范操作生产的发酵食

品，消费者可放心食用，没必要担心。”王浩解释，

制做这些发酵食品的确需要霉菌帮忙，但此“霉”

非彼“霉”。霉菌的种类有很多种，并非所有霉菌

都对人体有害，有些霉菌不但对人体无害，而且还

能治病，如青霉菌、链霉菌等。

生产黄豆酱、腐乳时常用的霉菌，有米曲霉、

黑曲霉、酱油曲霉、高大毛霉、毛霉菌、根霉菌、红

曲菌等，这些霉菌都是由人工挑选，并被证明无

毒的菌种，完全可以食用，对人的身体无害。而

且，这些霉菌还能分泌各种酶类，包括蛋白酶、肽

酶、谷氨酰胺酶、植物组织分解酶等，其中蛋白酶

和肽酶能把原料中的蛋白质分解成多肽及多种

氨基酸。

此外，像豆腐乳、酱油、黄豆酱中都含有较高

的盐分，在高浓度盐分的环境中，微生物几乎难以

生存。只要在制作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卫生标

准、没有致病霉菌，这些发酵食品都是无害的，消

费者但吃无妨。

这些发酵食品大多由大豆制成，大豆中硝酸

盐含量微乎其微，因此在发酵过程中并不会产生

多少亚硝酸盐。不过，王浩提醒，这类食品不易存

放过久，一旦保存不当，出现发霉变质就可能会产

生致癌霉菌——黄曲霉菌。

老坛酸菜“塌房”发酵食品“躺枪”
制做豆腐乳、黄豆酱等所用霉菌对人体无害

被央视曝光后被央视曝光后，，酸菜还能吃吗酸菜还能吃吗

虽然腌制食品以其特有的风味吸引了不少

人，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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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指出，腌制食品

可以吃但不宜多吃。

“从营养学角度，我们建议最好吃新鲜的、未加

工的食物，因为烹饪会损失很多营养素。腌制食品

虽然会使食物具有别样风味，但在腌制过程中一样

会使营养素，尤其是水溶性维生素丢失。”谭桂军说。

此外，很多腌制食品为了保鲜，都会加入大量

食盐。目前已经明确钠的摄入量与高血压相关。

“特别是我国北方人，盐摄入量每天可达到 18 到

28克，因此高血压患病率一直很高。”谭桂军表示，

这些人要少吃腌制食品

对于健康人来说，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 6 克，

高血压、肾病等患者更是需要减量，因此这类人群

要少吃酸菜。

另外，一些特殊人群也建议少吃酸菜。由于

亚硝酸盐的渗透力极强，可以直接透过胎盘，进入

到胎儿的体内，从而对胎儿产生作用，因此孕妇应

少食酸菜。此外，亚硝酸盐在经过肝脏代谢时，不

仅会增加肝脏的负担，还可能会部分残留在肝脏

内，加重肝脏的受损程度，因此有肝脏疾病的患者

也应少吃。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