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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蚊子肆虐时。最近，人类和蚊子

在“斗智斗勇”，各种驱蚊产品则在“神仙

打架”。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发现，除了以避蚊胺、

驱蚊酯等人工合成物质为主要成分的驱蚊产

品外，还有一些以柠檬、薄荷、樟脑、柠檬桉、

香茅、丁香甚至肉桂、天竺葵等中药材为主要

成分的植物精油类驱蚊产品。因看到后者主

要成分是植物，故许多消费者认为使用它们

更安全。

那么，这些新奇的驱蚊成分是否安全有

效？为孕妇、婴幼儿等特殊群体挑选驱蚊产

品有没有什么讲究？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

访了相关专家。

天然、人工驱蚊剂均有效

“驱蚊产品的原理是通过添加驱蚊成分，

干扰蚊虫的嗅觉或神经系统，导致蚊虫失去

判断目标的能力，不能继续叮咬。”中国科学

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别研究助理、清华大

学化学系博士、科普作家孙亚飞对记者表示，

典型的驱蚊成分有避蚊胺和驱蚊酯。

除此之外，香茅、柠檬桉等植物的生长

环境蚊虫较多，在漫长的自然选择过程中，

这 些 植 物 也 进 化 出 了“ 驱 蚊 虫 ”的 能 力 。

这 些 植 物 体 内 的 芳 香 物 质 被 大 多 数 人 喜

欢，但却会干扰蚊虫的嗅觉或神经系统。

孙亚飞说，将这些芳香物质提炼为高浓度

精油，是各类新奇驱蚊产品中添加的主要

驱蚊成分。

不过，有一些网友表示，以植物精油为主

要成分的驱蚊产品在持续时间上远不如添加

了避蚊胺或驱蚊酯的驱蚊产品。

事实果真如此吗？

孙亚飞表示，驱蚊成分是人造的还是

天然的，对于其挥发时间和范围的影响不

大。“挥发时间主要和液体的沸点有关，而

且挥发速度还可以利用诸如乙醇等溶剂进

行控制。因此，植物精油的挥发性未必更

强。”他说。

“总之，在有效性方面，这些植物精油能

够起到一定的驱蚊效果。”孙亚飞总结道。

植物精油也有健康风险

那么，这些新奇的驱蚊成分，是否符合国

家标准呢？

孙亚飞告诉记者，目前覆盖驱蚊产品的

国家标准是 GB 24330—2020《家用卫生杀虫

用品安全通用技术条件》和 GB/T 13917.9—

2009《农药登记用卫生杀虫剂室内药效试验

及评价第 9部分：驱避剂》。

“这两个标准只规定了驱蚊剂的安全标

准和测试方法，并没有限定驱蚊剂的成分。”

孙亚飞表示，“也就是说，现在对于这类产品

的监管只限于有没有效和是否安全，对具体

使用什么成分并无明确要求。”

此外，网上还有一种论调：有孕妇和婴幼

儿的家庭应尽可能选择植物精油类驱蚊剂，

因为人工合成类驱蚊剂会对孕妇和婴幼儿造

成刺激。

那么，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主任医师、教授段

涛此前表示，根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官

方网站资料，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酯、柠檬

桉油、对薄荷二醇、甲基壬基甲酮是经美国环

境保护署登记过的，含有上述活性成分的驱蚊

液被证实安全有效，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也可

以安全使用。其中避蚊胺是研究最多、使用最

广泛的成分，它不仅适合孕期和哺乳期妇女使

用，还适合2个月以上的婴幼儿使用。

段涛同时提醒，虽然孕妇短期使用蚊香

对身体健康没有影响，但长期大量使用可能

会有影响。因此出于安全考虑，不建议孕妇

使用蚊香或者电蚊香。电蚊香液中的驱蚊成

分主要是各种杀虫剂的提取物，包括除虫菊

酯、多环芳烃等，长期大量使用对于人类的身

体健康有负面影响。蚊香和电蚊香液驱蚊物

质相似，且在燃烧过程中会释放 PM2.5 颗粒，

有害身体健康。若必须使用蚊香，则应在通

风、开阔处使用。

孙亚飞表示，以天然植物精油作为驱蚊

成分的驱蚊产品并不比以人工合成物质作为

驱蚊成分的产品更安全，因为植物精油同样

会有毒性或导致过敏。

“例如，樟脑虽然有比较显著的驱虫效

果，但它具有刺激性，并不适宜儿童使用。”孙

亚飞说。

以柠檬、薄荷、樟脑等为主要成分

植物精油类驱蚊剂未必更安全

最近，我国北方遭遇高温“炙烤”，多地气温超过 40 摄

氏度，同时南方多地遭遇“桑拿天”。伴随滚滚热浪而来

的，还有一些不实言论：“倒挂控水法”能救溺水者、地震来

了要躲进“生命三角区”、非承重墙可随意拆改、奶茶一滴

都不能沾……这些流言不眠不休地在网络上传播，混淆我

们的视听。

今天，科技日报记者就对 6月流言逐一进行盘点，帮您拨

开迷雾、寻找真相。

地震来了要躲进“生命三角区”？
真相：应采取就近避震原则

6 月 15 日 1 时 39 分，上海市青浦区发生 3.1 级地震，震源

深度 8 公里。地震是重大自然灾害之一，因此如何在地震中

避险自救成了人们十分关注的话题。

网上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当地震来临时，倒塌物与坚

固大型物体周边会形成三角空间（“生命三角区”），躲在这个

区域会有较大的生存概率，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

对此，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地震科普专家沈小七表

示，尽管观察震后废墟，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些位置上确实存在

类似的三角空间。但在地震发生时，人们无法预先知道地震

的方式、建筑或物品倒塌的方向，也就很难得知什么地方会有

所谓的“生命三角区”。

“生命三角区”是由一名叫库普的美国救灾人员提出的，

他认为钻桌子等传统自救方法已经不适合在现代楼宇中生活

的人们，垮塌的楼层结构会压坏避难用的桌子或床，只有躲在

三角区才能活命。

虽然“生命三角区”自救法已流传了十几年。但美国红十

字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紧急服务办公室和地震专家都曾发

文指出“生命三角区”的不合理性。中国应急管理部也曾做过

辟谣说明。

“实际上，在发生地震之后，国际公认最可靠的自救方

法是‘伏地、遮挡、手抓牢’。”沈小七解释道，根据中国地震

局《地震避险要点》，避震原则是：一旦发生地震，要保持镇

静，不要慌乱，采取就近避震原则。在具有抗震能力的房

屋内，应就近躲避。在不具有抗震能力的房屋内，如能即

刻跑出室外应及时逃往空旷地带，小心坠物。在室内要选

取有利的避震空间，如室内结实、不宜倾倒、能掩护身体的

物体下或物体旁。要趴下、蹲下或坐下，尽量使身体的重

心降低，保护头部、颈、眼睛和口鼻等重要部位。

“倒挂控水法”能救溺水者？
真相：会延误抢救时机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最近，网络

平台上经常出现民众对溺水者进行急救的视频。在这些视频

中，溺水者被倒挂在救人者的后背上，救人者通过奔跑、抖动

身体等方式，帮助溺水者控出被吸入体内的水。这种被称为

“倒挂控水”的方法受到不少人的追捧。

对此，国家高级拓展培训师、中国探险协会探险领队李崇

表示，“倒挂控水法”不可取。因为倒挂控出来的，是进入胃部

和食道中的水，而对于溺水者来说，最致命的是吸入肺部的水。

专家指出，如果肺里吸入了大量的水，留给肺泡进行氧气交

换的空间就会缩小。时间久了，会导致人体血液中氧气不足，大

脑受损，呼吸、心跳停止。“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法排出肺内的水，

还可能把胃里的食物弄进气管，进一步增加阻塞呼吸道的风险。

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最佳时间为 4分钟，在正常室温下，

心脏骤停 4 分钟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时

间超过 10 分钟，即使病人被抢救过来，也可能出现脑死亡。

“千万不要因使用错误的急救方式而错失急救黄金期。”李崇

强调。

李崇表示，要针对不同的溺水者，采取不同的急救方法。

首先要迅速判断溺水者是否出现呼吸、心跳停止。如果溺水

者有呼吸、心跳，那么在拨打 120 等待专业急救人员的同时，

可以先清理溺水者口腔中的异物，令其保持侧卧姿势并做好

保暖。如果溺水者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那么在清理完其口腔

异物后，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

非承重墙可随意拆改？
真相：非承重墙也不能想拆就拆

前不久，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某小区业主在装修过

程中拆除承重墙，导致 31 层大楼的结构体系发生了变化，住

宅楼的墙体出现了裂缝，200 多名业主被疏散、无家可归。很

多人看到这一新闻后，认为房内的承重墙是不能拆的，但非承

重墙则可以随便拆，不会对建筑物的结构产生影响。

对此，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主任工程师李进

军表示，随意拆除非承重墙也是有安全隐患的，并不是想拆就

可以拆。

承重墙是指支撑上部楼层重量的墙体，它被拆除后，其余

建筑结构就要分担受力，产生安全隐患。而非承重墙是指不

支撑上部楼层重量的墙体，只起到将一个房间和另一个房间

隔开的作用，在施工图上为中空墙。

“对于正常房屋，从承重和抗震角度来说，绝大多数非承

重墙是能被拆改的。不过，有的房屋，原本将屋内的部分墙体

设计为非承重墙，但由于施工不当或者超载等原因，使得原本

不应承重的非承重墙变成了承重墙，拆除这类墙体时要格外

小心。”李进军提醒道。

此外，若随意拆除非承重墙，还可能导致水、暖、电路等也

要随之改动，所以设计的时候应该考虑全面。想拆墙的话，一

定要先找物业。物业公司保存有楼宇的建筑设计图纸，图纸

上对于承重墙、非承重墙标注得十分清楚。

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未

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中

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或者擅自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

外墙上开门、窗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城市规划

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处罚。

奶茶一滴都不能沾？
真相：偶尔少量饮用风险可控

炎炎夏日，很多年轻人称要靠冰奶茶“续命”。不过，最近

的一则消息则让人们不敢再买这一饮品。该文通过论证奶茶

中反式脂肪酸“爆表”，直指奶茶严重损害年轻人的身体，要滴

“茶”不沾。

对此，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浩表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建议，人体反式脂肪酸的供能比若

低于 1%，基本不会对健康产生明显危害。

不光奶茶里有反式脂肪酸，部分氢化的植物油也可产生

反式脂肪酸，如氢化油脂、人造黄油、起酥油中都含有一定量

的反式脂肪酸。此外，某些天然食品也含有反式脂肪酸，如

牛、羊等的肉、脂肪、乳和乳制品。

相关研究表明，反式脂肪酸摄入量过多时，会让对身体健

康有害的低密度脂蛋白增多，使对身体有益的高密度脂蛋白

的含量减少，进而增加罹患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的风险。

“不过，说到反式脂肪酸对健康的危害，还是要看究竟吃

了多少。”王浩表示，调查显示我国男性和女性的反式脂肪酸

供能比均为 0.2%，像北京、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居民的反式脂

肪酸供能比为 0.3%。也就是说，多数人日常反式脂肪的摄入

量都不会超过建议标准，偶尔摄入少量奶茶，健康风险是可控

的，不用太过担心。

“反式脂肪酸对健康的危害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关键是要

控制量。”王浩表示，“奶茶虽然好喝，但要控制饮用频率和饮

用量，不建议经常喝，但也不必谈‘奶茶’色变。”

“倒挂控水法”能救溺水者、非承重墙可随意拆改……

这些网上流传的说法靠谱吗

如今正值杨梅季，杨梅因色泽诱人、口味鲜美而受到

很多人的喜爱。不过，在清洗杨梅时，上面经常会出现一

些白色的小虫子。

那么，杨梅上的虫子从何而来？长虫的杨梅是不是

变质了呢？

对此，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魏建荣在接受

采访时介绍道，杨梅果实出现白色的小虫子，并不意味

着果实变质。小虫子和人类一样，也喜欢挑最好的果

实吃。

杨梅招来的这些小白虫，一般是黑腹果蝇的幼虫。

黑腹果蝇的出现数量与气温高低、食物多少相关，气温

低、食源少，出现的数量就少；气温高、食源丰盛，出现的

数量就多。黑腹果蝇成虫的生存下限温度为 8摄氏度至

10 摄氏度，短时低于 5 摄氏度会使黑腹果蝇成虫处于休

克状态，不过处在低温环境下长达 12 小时至 24 小时后，

成虫就会死亡。

除此之外，黑腹果蝇的出现数量还与降雨量多少呈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降雨量越大，黑腹果蝇出现的数量

越多。在果实成熟期，持续高温多雨，最有利于黑腹果蝇

的繁殖。

魏建荣表示，黑腹果蝇属双翅目果蝇科果蝇属，多食

性，危害多种水果，特别是一些接近成熟或成熟期的浆

果。这些浆果会散发出诱人的果香，极易吸引黑腹果蝇

前来产卵。其中，接近成熟的杨梅是黑腹果蝇最喜欢的

水果之一。

那么，杨梅长虫还能吃吗？

“即便一不小心将杨梅上黑腹果蝇的幼虫（白色小

虫）吃下去，也不必害怕。人类的胃酸相当强大，弱小

的果蝇没有本事在人体里‘造反’。当然，如果感觉比

较‘膈应’，那在吃杨梅前，用盐水将其充分浸泡，小虫

就会自动浮出来，再用清水冲干净就可以放心吃了。”

魏建荣解释道。

杨梅里的小白虫是什么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白泉镇农户在果园采摘杨梅。

这几天，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发展迅猛，许多地方出

现 40℃以上的高温天气。

持续高温天气成因有哪些？何时结束？北方为何热

过南方？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近期高温天气

的成因主要是华北、黄淮等地受到较强盛的暖气团控制，

且影响时间较长，同时在高压脊控制下，天空晴朗少云，

太阳辐射增温促进升温。此外，华北、黄淮等地空气湿度

小、天气干燥，有利于气温升高及高温维持。

还未入伏，为何北方就热得这么厉害、甚至热过南

方？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高辉表示，我国各地高温

集中时段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南方地区通常在盛夏时段

进入高温季，而北方地区往往在初夏时段。

对华北地区来说，通常雨季前的 6 月至 7 月初更

易 出 现 高 温 天 气 ，连 续 数 天 的 高 温 在 6 月 也 较 为 常

见 。 这 段 时 间 主 要 以 干 热 型 高 温 为 主 ，表 现 为 气 温

高、湿度小。

“进入 7月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北跳和夏季风往北

推进，水汽输送和大气湿度增加，云量增多，会出现闷热

天气，也就是湿热型高温。就最高气温而言，前一时段气

温最高值通常高于后一时段。”高辉说，但体感温度不仅

和气温有关，还受到湿度影响，往往在湿热型高温下，体

感温度更高。

高辉表示，全球变暖背景下，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极

端高温发生的频次都在增加。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除黑龙江中部

和北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外，全国大部地区气温接

近常年同期到偏高 0.5℃以上；部分地区将偏高 1℃至

2℃，高温日数也较常年同期偏多，可能出现阶段性高

温热浪。

专家建议，遇高温天气，公众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最

高的时段到户外活动、工作，需要长时间在户外时要注意

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并关注体温变化，避免中暑或热射

病发生。

北方热过南方

系高温集中时段不同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