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夕将至，爱情成为近来的焦点。古往

今来无数人歌颂爱情之美好，而它是如何开

始的呢？在浓情蜜意的日子，用心理学，回想

爱的“初心”是什么样子？

原始本能驱动的一见钟情

“看见你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了你”，这是

上天的旨意，命运的安排，一见钟情的爱情加

上宿命的色彩，呈现出让人无法抵抗的巨大

魅力。

现代科学的发展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当这

种独特的感受出现时，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些

什么，当我们对一个人一见倾心时，大脑的特

定部位会活跃起来，分泌出“爱情荷尔蒙”，比

如多巴胺，会使我们在生理上产生兴奋、刺激

的感觉，肾上腺素会导致心跳加快、手心出

汗，令人感到怦然心动，再加上睾丸激素的催

情，我们会感到自己似乎在一瞬间被对方完

全俘获。

在一见钟情的感受中很强烈的一部分是

身体的吸引力，或更直白地讲是性的欲望，由

于根植于我们基因内的生育健康后代的需

要，那些具有健康特征，比如身材性感、健壮、

美貌、处于生育力旺盛期的个体更容易成为

被爱慕的对象。而关于嗅觉的研究发现这种

本能似乎也参与了这种神秘的、突如其来的

爱的感觉，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体味，出于本

能，那些和我们自身基因差异更大的个体的

体味似乎更具吸引力，从这点上讲，也许可以

称为一闻钟情。对此，浪漫主义者可能会感

到沮丧，这种神秘、美妙的感情怎会只是身体

的吸引如此肤浅，背后仅仅是繁育的驱动。

我们上面说到的仅是一些研究发现，实际的

一见钟情自然要比这些更为复杂，毕竟一见

钟情并不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但不可否认的

是身体魅力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日久生情的7种打开方式

与一见钟情这种感情的瞬间迸发不同的

是另一种爱情——日久生情，这是一种随时

间产生的、在彼此长时间的相处过程中所产

生的感情。我在这里称它为爱情，可能有些

人并不同意，如同简·奥斯汀的小说《理智与

情感》中的玛丽安，美丽、聪明、有音乐天赋，

情感丰富，她起初对姐姐内敛、理智的爱情并

不为意，因为她所追求的是轰轰烈烈、热情似

火的浪漫爱情。而在现实生活中日久生情有

时也被看作是权衡后的妥协。不过从心理学

上来看，仅仅关注爱情中的激情部分似乎对

于爱情的定义太过狭义，美国心理学家斯滕

伯格的爱情三要素理论认为爱情有三个基本

的成分：亲密、激情与承诺。激情是指相互关

系中让人兴奋激动着迷的部分包括性的吸

引；亲密指两个人的关系中的温暖体验，是否

有彼此喜欢、亲近的感觉；承诺是指保持关

系，长期厮守的期许，包括爱的忠诚和责任

心。由此，三个要素不同组合得到七种不同

类型的爱情，只有亲密的是喜爱；只有激情的

是迷恋；只有承诺的是空洞的爱；亲密与激情

组合的是浪漫的爱；亲密与承诺组合的是伴

侣式的爱；激情与承诺组合的是昏庸的爱；同

时包含以上三个要素的是完美的爱。两个人

在长期的接触中，随着对对方的深入了解，产

生了亲密的感受，同时愿意为对方做出承诺

的感情是一种伴侣式的爱，何尝不是一种珍

贵的爱情。

日久生情的开始也可在心理学中找到

一些依据，有一种心理现象被称为简单曝

光效应（mere-exposure effect），在社会心理

学也被称之为熟悉原则，即人们会仅仅因

为更频繁接触或更熟悉某些人和物，而对

他们产生更为积极的情感和态度，一些研

究表明彼此邻近会带来熟悉感，由此产生

喜欢。我们会喜欢熟悉的人，也许是出于

进化本能对于陌生及不确定性的恐惧，相

对于陌生人对于熟悉的人，我们更容易预

测他们的行为。

通过一项研究可以很好地说明曝光效应

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匹斯堡大学的研究人

员让四个长相接近的女人扮成学生出现在大

学课堂上，为了创建简单曝光的条件，在课堂

上她们并不与其他学生互动，只是坐在教室

里，这几个女生出现的次数有多有少，在学期

结束时，班上的 130 名学生对她们的照片进

行评价，结果发现，曝光或出现次数越多的女

生对学生们来说越具吸引力。如果你正处在

暗恋中，不妨尝试创造机会多出现在那个人

面前，但需要注意的是，前提是那个人并不讨

厌你，研究表明如果对方不喜欢你，不断曝光

只会令对方更讨厌。不过如果能创造交流的

机会而不仅仅是简单曝光，可能会赢得一段

由日渐熟络，到逐渐了解，再到托付终身的美

好感情。

不论是一见钟情式的激情，还是日久生

情式的慢热，都同样珍贵而美好。毕竟，于万

千人中我只对你产生了这样特殊的感情，这

种缘分值得珍惜并悉心维护。也许，你可以

对照上面的七种爱情看看自己的恋情属于哪

一种，但不论如何愿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所有的恋情开花结果！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

爱的“初心”是什么样子

炎炎夏日，婴幼儿容易流汗长痱子，爽身粉就成了家长的不二之选。除了

给婴幼儿使用外，许多成人也习惯使用爽身粉保持皮肤干爽。但很多父母没

有意识到，成人用和婴儿用的爽身粉成分含量不同。

据新民网报道，爽身粉的主要成分中含有硼酸，它的作用是消炎止痒。成

人和婴儿爽身粉主要区别就在于硼酸的含量。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颁布的《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三岁以下儿童使用的产品中不

得含有硼酸，成人用品中含量不得高于 5%。

婴儿用的痱子粉和成人痱子粉也有区别，成人用痱子粉中所含的蒲荷脑、

樟脑、冰片含量比小儿痱子粉多 3 至 4 倍；有杀菌效果的升华硫多 10 倍；而对

皮肤刺激大的水杨酸则多出 4 倍。而在国家相关规定中，水杨酸不得出现在

三岁以下儿童使用的产品中。

成人用爽身粉含硼酸
家长请勿给婴幼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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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包，你好。我从小就喜欢植物，家里也种植了

很多花草树木。每次出门旅游，手机相册里最多的照

片便是植物。但是最近微博流传有很多游客在旅游

时，滥采乱挖，破坏了植物环境。那么，植物采集有哪

些需要注意的呢？

植物控，你好。包包也是一名植物爱好者，家里

的盆栽霸占了整个阳台。植物采集的确有很多需要

注意的，包包比较业余，不过，包包请来了上海辰山

植物园科普部工程师、科普作家刘夙，还是让专家来

讲讲吧。

植物采集有许多注意事项。首先要遵守各项法

规。比如，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采集必须有采集证。

特别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采集证只能由国务院

授权的机构颁发。如果采集行为违反了法规规范，采

集证可以吊销。全国有 12 个省区还制定了地方重点

保护植物，在这些省区采集这些植物时，也要注意遵

守地方法规。而如果是在自然保护区采集，不管是不

是保护植物，都要遵守《自然保护区条例》。

其次，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要求，国际上对植

物采集技术也有一些建议。比如美国长木花园在采

集时，要求尽量只采集种子和其他营养繁殖体，只在

这种植物所在的植被马上要遭到彻底毁灭时，才挖取

全株。即使是采集种子和营养繁殖体，也要保证只采

一部分，留下足够多的数目，保证这种植物的自然繁

殖不受影响。

引种是保护濒危植物的重要手段，在保护生物学

上叫“迁地保护”。但是，学界公认“原地保护”（通过

保护濒危植物所在的植被和生态系统，来保护这个

种）才是更有效的途径。

那么，植物采集时，如何才能避免采集之后，生长

不受影响呢？首先，要多采集种子和枝条等从母株上

能剥离下来的营养繁殖体，尽量不要挖取植物本身。

其次，采集的种子和枝条等营养繁殖体的数目不能太

多，让剩下的繁殖体数目足够多，可顺利成长为新的

植株，而不造成植物居群的衰退。而且，要在它们成

熟之后才采集。再次，在采集时也要注意不破坏植物

的生长环境，特别是在亚高山草甸等生态脆弱地区，

以免造成生态破坏。

包包

■包包·包打听

喜欢野生植物就挖回家？
“挖挖党”不能太任性

■打破砂锅

植物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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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 菲

随着人们安全防护意识的提高，近年来，智能摄像头已成为越来越多家庭

的“标配”。连上 WiFi，即便出门在外也可时时监控家中的情况。然而，据北

京卫视“首都经济报道”节目称，因缺少统一的安全标准，一些家用摄像头缺乏

完善的安全相关设计，因此很容易被黑客控制。

软件安全工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醒广大用户，第一，在购买摄像头

时，应对所选品牌进行一些调查，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与目标品牌相关的帖子

或报道，“目的就是找到一个口碑不错，价格也合适的品牌”。第二，在使用时，

要注意设置一定强度的密码，及时关注摄像头软件的提醒。如果绑定的手机

上发现了请求验证码的短信，就应该立刻修改密码。第三，经常登录摄像头进

行查看，如发现实际拍摄角度与安装时发生变化等情况，就需要考虑自己的账

号安全了。同时，要关注所用品牌摄像头安全方面的消息，如果发现设备漏洞

应停止使用，等待厂家更新，并保证所使用的摄像头软件是最新版本。

家用摄像头存泄密风险
个人隐私可能被曝光

文·实习生 郭 盈 张译允

■心理话

刘夙

7.3 万元人民币，最近

日本葡萄品种“浪漫红宝

石”在竞拍会上开出了如此

天价。这串葡萄大约 30

颗，折合每颗葡萄 2433 元

人民币，让人惊呼“到底还

能不能好好吃葡萄了”。

何止是葡萄，历数近年

来日本农产品牛肉、大米

等，都曾刷出高价。不禁要

问，难道打上“日本”标签的

农产品身价就涨了吗？

一串葡萄 7.3万元人民币

日本天价葡萄到底贵在哪儿

据新华社报道，日本全国农业协会联合

会石川县分部介绍，这次拍卖的“浪漫红宝

石”这一新品种开发历时 14 年，其糖度在 18

度以上，每串重量不低于 350克，每颗葡萄大

如高尔夫球，外皮颜色比普通品种红，每颗葡

萄的重量到 20克以上才能出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

究员曹斌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日本每年都

会有农产品拍卖，特别是第一个产品出来

后 ，这 是 一 种 商 业 模 式 ，也 是 为 农 产 品 做

宣传。”

中国葡萄协会会长晁无疾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所谓的

‘天价葡萄’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一种炒作，一

个新品种的问世需要给它一个噱头引起人们

的关注。日本不仅炒作过葡萄，还天价拍出

过大米、牛肉等。而且，这种炒作不光日本

有，中国也有。”晁无疾说。

除了拍卖炒作，在曹斌看来，天价也有天

价的理由。首先，市场确实存在高端消费需

求，于是有人进行品种改良，推出一些差异性

产品；其次，日本的人力费用很高，再加上不

菲的培育和包装成本，多方面的原因促成了

“天价”。

“日本对于专利的保护力度很大，开发新

品种后，未经允许使用则会受到重罚，制度非

常完善。健全的机制保障了开发权益，形成

体系后，就有很多人不断地投入开发，品种也

就越来越好。而目前，中国国内的机制还不

够成熟。”曹斌补充道。

调查

宣传炒作宣传炒作与生产成本的合力

一位不愿具名的葡萄贸易业内人士向科

技日报记者透露，日本葡萄的种植方式已经

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的葡萄种植方式。比

如，对于葡萄藤株与株之间的间距、葡萄的长

势、架势和相关的种植技术等，他们的要求都

相当苛刻。

追踪

严格把控育出高价的底气

资料显示，在日本，新的葡萄品种培育出

后，要先由各县的果树研究所（或果树试验

场）引进，进行栽培适应性实验，筛选出适合

当地栽培的品种后，再由各地农业改良普及

中心推广到农户。

另外，日本葡萄通常采用无核化、无棱

化、大粒化技术进行培育。晁无疾表示，日本

实行无核化栽培，可以将有核植物变成无核，

“红宝石”葡萄每颗都达到 20 克就充分体现

了这一点。

在具体的栽培中，日本葡萄往往采用疏

穗、套袋、设施栽培、根际限制栽培等栽培技

术。虽然成本高，但能够切实达到病害发生

率低、果粒大小均匀、糖度高等要求。在进行

葡萄采收时，农民往往会先对果实进行抽样

检查，当其糖度和着色达不到要求时，绝对不

会进行采收，就算被采收也将会被作为次品

葡萄便宜销售，甚至直接被倒掉。

在晁无疾看来，日本对农产品的安全问

题把控得十分严格。“早在 2006 年 5 月就针

对食品中化学品残留问题制定出台了苛责

标准——‘肯定列表制度’，把农药使用量限

制得相当严格。”

那么，日本农产品是如何保障没有农药

残留超标问题的呢？一个最重要的硬性标准

是，实行分级制度。

著名果树专家永田荣一先生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介绍说，日本种植栽培分为三类，目的是

为了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一种是有机栽培

（JAS），100%不允许使用农药；一种是特别栽培，

也就是绿色栽培，比普通栽培的农药使用减少

50%；第三种是普通栽培，即正常使用农药化肥

的栽培，也要达到日本全国的最低环保标准。

永田荣一还说，对于不同种类栽培的农

产品，要求在出售时要标注清晰并打上不同

等级的环保标签，不同等级的农产品价格差

距很大。另外，日本农作物一般采用天敌和

人工的方法减少虫害。因此，在农药问题上，

这串“红宝石”就有了令人信服的安全保障。

为了增加民众对于农作物食品安全的信

任度、提高农民在种植时的责任意识，日本还

推行实名制销售。超市里售卖的水果蔬菜都

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证”：一方面，产品的名

称、产地、商户号、采摘时间、土壤情况等信息

必须贴在包装上；另一方面，生产者要在蔬菜

上挂上自己的名字或家里的照片，同时还会

公布在官方网站上，向消费者公开的同时也

向农户公开。

记者了解到，日本的天价水果可不止是

葡萄，在日本，一个草莓售价人民币 25元，一

个方形西瓜人民币 600 多元，一盒（两个装）

甜瓜人民币 7.7 万元。高价格的水果对质量

要求也是相当高，比如只有含糖量超过 13%

的夕张哈密瓜才可以作为品牌产品进入市

场；而京都蔬菜，每一类都必须在长短、粗细、

形状、外观等数值上达到一定标准才可注册

品牌进行上市交易。

“品质好。”这是旅日多年的孙文斌对日

本水果的印象。他觉得，日本人对自产水果

有一种自豪。“在日本，进口水果反而比本地

便宜，国民都爱买本国出的。”

日本农协顾问柳泽先生日前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日本以发展高端农业为突破

口，不与进口农产品比价格，与其比品质比

口感，在夹缝中摸索出一条农业的生存之

路，使农业由传统方式向现代农业、精品农

业发展。

中国农科院科学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录

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日本农业种植采取精

耕细作的方式，且日本农耕机械化程度很高，

范围广、应用多，已形成规模化生产。

除了生产方式外，政策也为高价“保驾

护航”。其实早在 1948 年，日本就成立了农

业协会，协调从农用物资到销售的整个过

程，农协向上游厂商争取廉价的农资和机

械，向下游销售渠道争取更好的批发价格，

再内部协调各地区的种植面积，由此保护了

农民的利益。

此外，对于农业，日本实施直接补贴政

策。日本农业补贴分为软件补贴和硬件补

贴，硬件补贴的对象包括机械、设施等，达到

约 400 种，主要包括“建设强大农业补助金”

和“农业、食品产业竞争力强化援助项目”

等。而软件补贴的对象则是协议会、推进会

议、调查项目、实证项目等。

（图片来自网络）

延伸

政策补贴为农产品价格“保驾护航”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