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杭州的一个小学生不慎磕
掉了牙，班主任立刻把牙齿放进鲜牛
奶里保存。大约20分钟后，孩子妈妈
赶到学校，带上泡着牙齿的鲜牛奶送
孩子去医院检查，成功地把牙齿种了
回去。老师的处理方式登上热搜后，
很多网友表示：“第一次知道这个应急
处理方法，太实用了！”

“牛奶与牙髓和牙周组织相对渗
透平衡，有助于保持牙根表面牙周膜
的活性。”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
口腔科副主任医师王俭介绍，小朋友
的恒牙牙根还没有发育完成，而且牙
周膜具有弹性，一旦遇到水平方向的
外伤撞击，很容易导致牙齿完全脱出，
这时就需要进行再植。

牙齿的离体时间和储存条件会直
接影响再植的效果，时间越短，再植牙
存活的成功概率越高，特别是15到30
分钟之内再植成功率较高。就诊时间
越晚，再植牙的牙根吸收程度越严
重。因此，如果不慎磕掉了牙，一定要
妥善保存牙齿，并尽快寻求医生的
帮助。

需要注意的是，捡起牙齿的时候
要避免触碰牙根部分，可以拿平时裸
露在外的部分。也不要觉得牙掉在地
上脏了，就用纸巾去擦，而是应该直接
把牙齿放进储存液中，避免牙齿干
燥。王俭说：“除了牛奶以外，生理盐

水、组织培养液和血液等液体，都可以
作为储存液。”

唾液也具备储存液的条件，因此
也可以直接让小朋友把牙齿含在口中
进行保存。不过，唾液中存在的细菌
会对再植牙愈合产生影响，用这一方
法储存的时间不应超过2小时。

此外，也不是每种情况都适合牙
齿再植，最终的治疗方案需要依据患
者牙齿脱落的程度、牙齿和牙龈的损
伤程度等具体情况和医生的评估来制

定。“未成年人的牙齿与颌骨仍在发育
中，还不稳定，这个阶段种植牙可能有
较大风险。”王俭说，一般建议未成年
人等到年满18岁，牙齿与颌骨发育基
本稳定后，再进行种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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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
数据，北京时间5月3日到5月8日，太
阳连续出现强爆发活动，爆发形式主
要以耀斑为主。其中强度达到X级的
大耀斑共发生6次，强度达到M级的
中等耀斑24次。这是近20年来，太阳
连续发生X级耀斑最频繁的一次。为
什么今年太阳耀斑这么多？

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首
席预报员陈安芹介绍：“最新的太阳
黑子数监测表明，人类现在正经历第
25个太阳活动周的峰年，太阳表面活
动区比较多且复杂，因此强太阳耀斑
频发，这属于正常的自然现象。”

太阳耀斑是太阳上最剧烈的活

动现象之一，表现为太阳大气局部区
域突然变亮，一般伴随高能粒子和电
磁辐射。虽然太阳耀斑只会持续几
分钟到几十分钟，但它释放的能量相
当于十万甚至一百万次强火山爆发
的总能量，或者上百亿枚百吨级氢弹
爆炸。根据能量从小到大，太阳耀斑
被分为 A、B、C、M、X 五个级别。历
史上最大的太阳耀斑出现于2003年，
达到X28级。陈安芹表示，太阳活动
周的平均周期为11年，每一个活动周
内都会出现 100 多次 X 级的太阳耀
斑，也就是说峰年可能出现 10—20
次。比如，2023 年就发生了接近 20
次X级耀斑。

太阳耀斑会影响向阳面的地球电
离层，短波通讯、导航定位甚至手机通
信等都有可能受到干扰。“公众对此不
必恐慌，因为地球的磁场能帮助我们
阻挡绝大部分太阳爆发带来的高能粒
子流。科研人员也会及时做好空间天
气预报预警，特殊时段可以有选择地
关闭电网，调整通信系统、飞机航线或
卫星发射时间等，将太阳活动造成的
影响降到最低。”陈安芹说。

扫描二维码，了
解如何降低太阳耀
斑的影响。

又来了！今年太阳耀斑为何频发
□ 科普时报记者 付丽丽

花粉过敏
可导致过敏性哮喘

□ 科普时报记者 代小佩

5月7日是世界哮喘日。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副主任医师李敏提醒，春夏季节过敏高
发，公众应关注过敏性哮喘。

作为哮喘的最常见表型，过敏性哮喘在
哮喘类型中占60%—80%。它表现为反复发
作的喘息、气促，或伴有胸闷、咳嗽等症状。

过敏性哮喘的诱因首先是遗传因
素，比如有过敏性体质，父母或亲属有过
敏史，体内 lgE（免疫球蛋白 E）水平异常
增多等；其次是环境因素，比如，大量或
长时间接触过敏原，出现气候变化、环境
污染等。在我国，80%以上的呼吸道过敏
都与尘螨相关。每逢春秋花粉季，花粉
过敏患者也容易发生过敏性哮喘。其他
的常见过敏原还包括霉菌、香烟、炒菜油
烟、香水等。最后是生活卫生习惯等其
他因素，比如家中饲养宠物、喜欢莳花弄
草等，都有可能引发过敏性哮喘。

治疗过敏性哮喘的核心是治疗过
敏，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避免接触过敏原，
但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实现。接受规范的
药物治疗能够快速改善患者症状，但需
要反复用药。治疗哮喘的药物分为控制
药物和缓解药物，李敏优先推荐以“吸入
性糖皮质激素+长效β2 受体激动剂”为
主的控制药物。

过敏性哮喘患者也可以接受特异性
免疫治疗，也就是脱敏治疗。数据显示，
74.4%的患者在接受脱敏治疗3年后停止
使用抗哮喘药物。

扫描二维码，了解如何
治疗过敏性哮喘。

41头野生亚洲象开“派对”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警官快来！我们这边来了好多好多
头野象……”最近，云南西双版纳一派出
所民警接到报警电话后赶赴现场，利用无
人机热成像看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象
派对”，41头野生亚洲象在山林间玩耍、觅
食，不亦乐乎。在吃饱、玩够了以后，它们
于当晚安全回到了自然保护区。国家林
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说：“这应
该是几个亚洲象‘家族’聚到了一起。”

陈飞介绍，一个野生亚洲象“家族”通
常有8—15头象，由经验最丰富的雌象担任
首领，引导象群移动、觅食和休憩。亚洲象
体型庞大，每天都需要消耗很多的食物和
水，所以它们要不停地觅食。象群会从一
个地方吃到另一个地方，并寻找水源和可
以补充盐分的硝塘（自然形成的一种含盐
较多的小水塘）。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家
族”可能会与别的“家族”合群，然后再分
开。野象分家、合群都属于正常现象，目的
是满足个体及群体更好地生存繁衍。

不少人好奇，象群在边走边吃的旅程
中，是如何进行交流的呢？陈飞说，亚洲
象之间的“交流”有多种方式：耳朵张开、
鼻子举起、尾巴翘起等肢体动作动作，或
者相互之间进行直接的身体接触，都能表
达它们的情绪和意图。“大象也会用声音
交流，它们的鼻腔能发出低频声波，虽然
人类听不到，但同类间能够传递和接收
到。”陈飞说。

扫描二维码，了解亚
洲象之间如何“交流”。

磕掉的牙可放牛奶中暂存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随着天气变热，有人发现身穿黄
色或绿色衣服走在街头时，总会受到
小飞虫的“偏爱”。相关话题登上微博
热搜，引发热议，还有网友晒出黄色衣
服上停满了小飞虫的照片，以证明这
一现象并非错觉。

“黄绿色衣服容易吸引小飞虫，背
后的科学原理是昆虫对色彩的趋性，
也就是趋色性。”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
副院长石娟教授说。趋性是指昆虫会
受到某种特定环境的吸引，比如受温
度吸引的趋热性、受光线吸引的趋光
性、受化学物质吸引的趋化性等。不
同种类的昆虫对色彩也有特定选择和
爱好，蚜虫、潜叶蝇、粉虱等对黄色有

较强的趋性，而一种叫做蓟（jì）马的小
虫对蓝色有较强的趋性。

趋色性的本质是一种趋光性，颜色
即物体表面反射的光波，可以被昆虫的
视觉敏锐感知。石娟说：“趋色性在昆
虫觅食、求偶、选择栖境和躲避敌害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昆虫在长期进
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物学行为。”

研究发现，不同饱和度的颜色对
昆虫吸引效果影响显著。总的来说，
昆虫大多对黄色有较强的趋性，除了
上述提到的飞虫以外，黄色衣服还可
能吸引到蚊子、蚜虫、蜜蜂等各种各样
的昆虫；其次容易吸引昆虫的是蓝色
和绿色的衣服。所以在春夏时节，如

果想避开或减少飞虫的侵扰，就要避
免穿这几种颜色的衣服。

春夏季防虫还可以佩戴护目镜，
以防止昆虫进入眼睛。当小飞虫误入
眼睛，建议不要揉搓，用眼泪、眼药水
或者水冲洗即可。

此外，穿长袖长裤、使用驱虫剂或
防虫喷雾、避免使用香水类产品等方
法，都能有效减少昆虫的侵扰，提高户
外活动的舒适度。

扫描二维码，了
解春夏季如何避开
或减少飞虫的侵扰。

黄色衣服为啥容易招虫子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牙齿脱落，可以暂时放在牛奶中保存。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