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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裴宸纬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上个月，春节假期让很多人的生活节奏

都慢了下来，腾出时间好好休整了几天，可

谣言却没“打年盹”。汽车“喝”国六 B 汽油

会“水土不服”、燃放烟花爆竹可消毒防疫、

月球年龄为 20.3 亿年、普通口罩打个结就成

N95等不实信息在朋友圈流传。

今天，科技日报记者就对 1 月出现的谣

言逐一进行盘点，为您拨开迷雾、找寻真相。

今年 1 月 1 日起，国六 B 标准车用汽油

（以下简称国六 B 汽油）在全国上线，我国汽

油全面进入“国六 B 时代”。虽然升级后的

汽油更加清洁环保，但网上却有传言称，汽

车“喝”新汽油会“水土不服”，导致不少车主

不敢贸然由国六 A汽油换成国六 B汽油。

对此，中国石油天津销售公司质量健康

安全环保部副主任樊伟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广大车主不必担心油品升级

会对爱车造成损坏，且国六 B 汽油和国六 A

汽油短期混用对汽车也不会造成影响。

据了解，目前国内加油站销售的汽油主

要有两大类别：一个是车用汽油、一个是车

用乙醇汽油。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上述两

种汽油均停止执行国六 A 标准，开始执行国

六 B标准。

“国六 A 标准的汽油与国六 B 标准的汽

油的主要差别，就是国六 A 汽油的烯烃含量

范围是 0 至 18%，国六 B 汽油的烯烃含量范

围是 0 至 15%。”樊伟介绍道，汽油是一种有

机物的混合物，烯烃是混合物中的组成成分

之一。减少汽油中烯烃的含量，可以进一步

降低挥发油气造成的光化学污染，为改善空

气质量作出贡献。

由于烯烃是不饱和烃，具有易氧化生成

胶质的倾向，容易影响油路，增加发动机的

积碳（发动机在工作过程中，由于燃料不完

全燃烧等原因产生并长期附着积累的一种

焦着状的物质）。

“长期使用国六 B 汽油，较之前可以减

少发动机内积碳和沉积物的含量，进而延长

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樊伟说。

汽车“喝”国六 B汽油会“水土不服”？

真相：新汽油不仅环保还可减少发动机积碳

临近春节时，“燃放烟花爆竹可消毒防

疫”的说法曾在网络上流传。

对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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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说燃

放烟花爆竹可以消毒防疫纯属无稽之谈。

传言称，烟花爆竹在被点燃后，会释放二

氧化硫等气体，而二氧化硫在与空气中的水

汽结合后可以变成亚硫酸。具有强氧化性的

亚硫酸通过氧化反应可以破坏细胞结构，从

而有了燃放烟花爆竹可以消毒防疫的说法。

“这一结论尚未得到科学论证，学界对

于在何种条件下二氧化硫可以有效消灭病

毒是不确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高浓度

二氧化硫环境下，人体肯定会受到伤害。”刘

明钰补充道，作为一种有刺激性气味的气

体，二氧化硫是大气中最常见的污染物之

一，除了会刺激人体呼吸道，还是导致雨水

酸化的元凶之一。

与此同时，燃放烟花爆竹会产生大量的

颗粒物（PM2.5、PM10）以及氮氧化合物、一氧化

碳等有害气体，对空气质量影响较大。特别

是在燃放期间，PM2.5和 PM10的浓度分别可达

到平时的 4倍和 6倍，当 PM2.5、PM10的浓度达

到足够高时，将对人类尤其是哮喘病人及其

他患有呼吸系统疾病人群的健康造成威胁。

“就算二氧化硫真有消毒效果，烟花爆

竹一般都在室外燃放，室外空气是流动的，

每立方米空气中细菌病毒的含量本就不多，

且烟花爆竹燃放时间极短，说它能够杀菌太

牵强了。”刘明钰总结道。

燃放烟花爆竹可消毒防疫？

真相：尚未经科学论证，但肯定会污染环境

今年除夕前夕，很多人的手机都被一

条“重磅新闻”——“中国科学家算出月球

年龄为 20.3 亿岁！”刷屏。该“新闻”称，1 月

17 日，国家航天局公布了嫦娥五号月球样

品的科研成果。科学家通过对月球样品进

行分析研究，揭示了 20 亿年前月球仍然存

在 岩 浆 活 动 ，精 确 测 出 了 月 球 的 年 龄 是

20.3 亿年。

天津市天文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阎为国

表示，此事的起因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地

物所）研究员李献华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地

物所团队对嫦娥五号采集的月壤样品进行

了精确测量，发现其年龄为 20.3亿年。

“李献华院士强调的是，其团队精确测

量的那份月壤样品年龄是 20.3 亿年，可他没

说月球年龄是 20.3 亿年。”阎为国解释道，此

次地物所团队精确测量的是月球玄武岩。

其实从更严格的角度来说，这些月球玄武岩

应该被称为“月岩”，只不过由于本次采集的

“月岩”样本直径小于等于 1 厘米，所以也被

称为“月壤”。

月球玄武岩是月幔部分熔融形成的岩

浆经火山喷发至月球表面冷却结晶形成的

岩石，并不能代表月球的真实年龄。“想象一

下，如果我们现在去测量 2022 年 1 月汤加火

山爆发喷出后冷却的岩浆的年龄，那就只有

一年，这肯定不能证明地球年龄只有一岁。

同理，20.3 亿年也不是月球的真实年龄。”阎

为国补充道。

目前关于月球的起源主要有三种学说：

分裂学说、同源学说、捕获学说。“现在占主

流的说法是分裂学说，即认为月球是从地球

分裂出来的。”阎为国介绍道，因此主流学界

认为月球的真实年龄其实和地球差不多，约

为 45亿年。

虽然对月壤样品的测定无法证明月球

的年龄，但此次地物所团队得出的“嫦娥五

号返回样品揭示 20 亿年前月球仍存在岩浆

活动”的结论也非常重要。

“此前的研究认为月球约在 30亿年前就

停止了火山活动，成为一颗死亡星球，而此

次发现证明月球的火山活动一直持续到了

20.3亿年前。”阎为国补充道。

月球年龄为 20.3亿年？

真相：月壤年龄与月球年龄不是一回事
◎本报记者 陈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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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范 佩 戴 口 罩 可 以 很 好 地 预 防 各 种

呼吸道疾病的传播，相比于普通口罩，N95

口罩的价格相对高一些。不过，近日网上

流 传 一 个 省 钱“ 小 窍 门 ”，将 普 通 口 罩 对

折，把两侧耳带打上结后再佩戴，就可以

使口罩的密闭性增加，达到佩戴 N95 口罩

的效果。

“N95 口罩和普通口罩相比，原材料、

工艺均不同且前者制作要求更高。”天津工

业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钱晓明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二者主要

区别在于，它们使用的熔喷布有所差异，而

让口罩能有效过滤病毒的材料，主要就是

熔喷布。

“普通口罩的熔喷布与 N95 口罩的熔喷

布，在纤维直径等方面有较大不同，前者过

滤效率要比 N95 口罩低得多。”钱晓明表示，

从外观上看，N95 口罩比普通口罩更厚一

些，具有更好的密封性。N95 口罩的过滤效

率可达 95%以上，能够有效过滤掉空气中的

病毒和细菌，避免佩戴者感染病毒。

“将普通口罩耳带打结，虽然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提升防护效果，但不一定能达到

N95 口罩的防护水平，所以此方法不能让普

通口罩变成 N95口罩。”钱晓明表示。

钱晓明提醒道，无论佩戴何种口罩，都

要尽量将其贴合面部。佩戴口罩时，要压

紧口罩鼻梁处的鼻夹，并注意口罩四周和

脸部的贴合性。如果出现口罩耳带过长或

口罩偏大的情况，可以通过给口罩耳带打

结的方式使其与面部贴合得更紧，尽可能

地减少缝隙。

普通口罩打个结就成 N95？

真相：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熔喷布材质

近日，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发现，纳米

雾化消毒器、纳米枕头、纳米不粘锅等“纳米

系”产品销量激增。一些商家宣称，这些商

品在制造过程中运用了纳米技术，具有同类

商品不具备的特点。

那么，什么是纳米技术？日常生活中，

哪些商品运用到了纳米技术？就此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了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

院院长、教授张加涛。

1纳米相当于 10个氢原
子排在一起的长度

和米、分米、厘米等长度单位一样，纳米

也是一种长度单位，只不过它更小。1 纳米

等于 1米的 10亿分之一，大致相当于 10个氢

原子排列在一起的长度。

为什么科学家们痴迷于探索这样的小

尺度？

张加涛告诉记者，这是因为许多物质在

纳米尺度范围会出现很多新奇的物理、化

学、生物学特性或医学功能等。

比如，金的熔点约为 1064摄氏度，但在 1

到 2 纳米尺度下，它在室温下就会熔化。另

外，一些金属氧化物通常情况下没有磁性，

但在 20纳米尺度以下就会表现出磁性。

“这就叫纳米尺寸效应。随着尺度的变

化，物质的属性也会发生改变。”张加涛补充

道，一般认为，三维空间内尺寸小于 100纳米

的材料，就可被称为纳米材料。而纳米材料

制备、加工和应用等相关的工艺及方法，则

被统称为纳米技术。

理性看待纳米技术及相
关商品

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纳米枕

头、纳米不粘锅等产品，是否真的运用到了

纳米技术呢？

生活中，人们最常见到的纳米产品，可

能就是纳米不粘锅了，它利用了纳米材料的

表面效应。

表 面 效 应 是 纳 米 材 料 的 四 大 效 应 之

一。它是指当固体物质尺寸缩小到纳米量

级时，纳米粒子的表面原子数与总原子数之

比，随纳米粒径的变小而急剧增大，进而导

致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发生改变。利用这

个特性，科学家们可以制作出超疏水、超疏

油材料，这些材料能够被用于不粘锅制造。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工作压力的

增加，颈椎疼痛成了困扰现代人的一大症

状。一些商家借机推出了纳米枕头，声称将

含有多种珍稀微量元素的天然矿石加工到

纳米级别，并将它们与其他织物一同纺织制

成枕头，使用该产品可以缓解脑供血不足等

不适。

不过，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技术的角度讲，这是可行的。”张加

涛说，“但其是否发挥出广告中宣称的作用，

则取决于纳米材料在其中的数量和质量等

多种因素。”

张加涛总结道，纳米技术不应该被神秘

化。纳米尺寸效应是一些材料到达一定小

的尺度后固有的性质，并不是什么“玄学”。

“消费者要理性地看待纳米技术和这些

宣称运用了纳米技术的商品。纳米技术是

以功能为导向的，目的在于利国利民。因

此，商品好用才是王道。”张加涛表示。

纳米技术已走入寻常百
姓家

听上去“高大上”的纳米技术，其实早已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张加涛介绍，很多缓释胶囊就运用到了

纳米技术。这些胶囊里的药物被包裹在纳

米材料中，其进入人体后可以缓慢释放，以

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一些衬衣、领带、洗

衣机等也运用到了纳米技术，如通过在其表

面涂上纳米涂层就可以达到抗菌、自清洁的

效果。

除此之外，纳米技术还被广泛应用于电

子科技领域。比如，现在智能手机在重量不

变、甚至减轻的情况下，实现了存储容量、电

池续航能力的提升，这里面就有纳米技术的

功劳。

“看似‘高高在上’的纳米技术其实已经

进入寻常百姓家，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

大的便利。”张加涛总结道。

纳米雾化消毒器、纳米枕头、纳米不粘锅……

打着“纳米”旗号的日用品，是智商税吗

汽车汽车““喝喝””国六国六 BB汽油会汽油会““水土不服水土不服”、”、普通口罩打个结就成普通口罩打个结就成 NN9595…………

新的一年开启新的一年开启，，这些不实信息当打住这些不实信息当打住

前不久，在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有人在冰雕中发现了一条鱼，

然后这条可怜的鱼就被全网围观

了……

之后，网友们开始寻找各地

冰雕中的鱼。还有一些“热心群

众”用铲子将冰雕里的鱼“营救”

出来。

那么，凿开冰雕“营救”出的

鱼还能活吗？还是像一些网友说

的：这条鱼成了“薛定谔的鱼”，处

于死鱼和活鱼的叠加状态？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

只有极少数生物
可在“解冻”后存活

可以肯定地说，“凿冰救鱼”

这种“营救”行为是无效的，因为

鱼已经死了。

为什么这么肯定鱼已经死

了？

这是因为自然界中绝大多数

生物都是可以被冻死的，而且它

们在冻死后无法复活。之所以冻

死无法复活，是因为细胞内细胞

质的主要成分——水在低温环境

中结冰后，会产生冰晶。

虽然印象中的冰晶都是晶莹

美丽的，但它会像一把把利刃，无

情地刺穿细胞膜，加上水变成冰

晶后体积会变大涨破细胞，导致

细胞死亡，而一旦细胞全部死亡，

生命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显然，本文开头提到的鱼在冰雕中已经有几天了。通

常来说，它体内的细胞应该已经全部“暴毙”，就算将其挖出

来放在温暖的环境里也无济于事了。

当然也有例外。

少数生物在被冻成“冰棍儿”后仍能“死而复生”，例如

某些林蛙。林蛙有很强的抗寒能力，当气温降至零摄氏度

以下后，它会被冻得硬邦邦的，但待气温回升后，又会逐渐

“解冻”。

这是因为林蛙有一个“看家本领”——它可以在寒冬将

至时，将提前储备好的葡萄糖填充进细胞，这些糖分起到了

防冻剂的作用，使细胞中的水分不会因低温凝结，以保护细

胞的完整性。北极地区有一种毛毛虫，也是通过这种方法

挨过寒冬。

河湖结冰为何鱼没被冻死

既然自然界的绝大多数生物都没有林蛙这种绝技，那

为什么每到冬天，江河湖泊的表面冻结后，里面的鱼还依然

活着？

鱼是一种变温动物（俗称冷血动物或凉血动物），其

体温会随水温而改变。人们根据鱼类对水温的适应情

况，将鱼分成三类：冷水性鱼类、温水性鱼类和暖水性鱼

类。只要温度没超出它们的耐受范围，鱼儿们就不会有

任何生命危险。

在纬度较高的地方，如我国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就有

很多冷水性鱼类，它们甚至能够耐住零下 20 摄氏度的低

温。在高寒地区，某些鱼类体内也会产生“防冻糖蛋白”，以

避免细胞膜和细胞组织破裂。

可能有人会问，在我国东北地区冬季室外温度动辄就

低于零下 20 摄氏度，甚至低至零下 40 摄氏度，而冷水性鱼

类最多能耐住零下 20摄氏度的低温，那它们是怎么生存下

来的呢？

与我们常说的“热胀冷缩”不同，水在结冰时体积会变

大，同等质量的冰就比水的密度小，冰自然就漂浮在水面上

了。这层冰就像是给河面盖了一层厚厚的棉被，无论外面

温度有多低，除了紧挨着冰层的零度水温区域，更深层的

水，其温度都是 4摄氏度左右，因此鱼儿照样可以在冰下的

水中生活，只不过活动量会减少。

作为变温动物，鱼不需要用自身能量来控制体温，这样

能减少抗寒时损失的能量，但是它需要氧气维生。

当江河湖泊被冰封后，氧气就无法进入到水中。冰

层变厚或雪覆盖冰面后，阳光进入量变少，水中植物的光

合作用也会减弱，释放的氧气也就随之减少。包括鱼在

内的水下生物等会大量消耗氧气，而鱼一旦缺氧就可能

会死亡。

这也就是为什么冬天凿个冰窟窿，会有很多鱼蜂拥而

至的原因。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人们利用鱼的这个弱点，在

冬日里进行捕鱼活动。

除了因缺氧而死和被捕捞走的鱼，还有少数鱼会因

为温度骤降、被其他物体牵制无法脱身等原因被冰封成

“标本”。更倒霉的会连冰块一起被采冰人拉走，然后做

成冰雕。

（来源：数字北京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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