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就算

没有发热、干咳、乏力、腹泻

等症状了，但其病情可能不

稳定，在核酸检测结果没有

转为阴性前，仍需要按照相

关要求接受治疗。

张伯礼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新冠肺
炎疫情医疗救治专家组中医组
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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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提个醒

◎本报记者 陈 曦

答“疫”解惑

夏至过后，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部分

地区气温甚至达到 40 摄氏度。伴随滚滚热浪

而来的，还有谣言，包括“蚊子包越大，蚊子毒

性越强”“用空气炸锅做的菜致癌”“长时间戴

口 罩 可 致 肺 结 节 增 大 ”“地 球 到 达 远 日 点 天 气

将变寒冷”……

今 天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就 对 本 月 新 出 现 的

谣 言 逐 一 进 行 盘 点 ，帮 助 您 拨 开 迷 雾 、寻 找

真 相 。

近日，网上传出这样一则消息：从今年 5 月 22

日起太阳会远离地球，逐渐到达远日点，此时天气

会变得比较寒冷，这一现象将一直持续至今年8月。

目前，全国多地的高温已让传闻不攻自破，不

过还是有人担心，现在的高温只是今年夏天的“昙

花一现”，未来气温会持续走低，真的会如此吗？

“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大致呈椭圆形，但它

的长轴和短轴相差不大，所以基本可以看成一个

圆。”天津市天文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阎为国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地球在轨道上运动时，与太

阳的距离有时近、有时远，其处在离太阳最近的位置

就是近日点，离太阳最远的位置就是远日点。

“无论处于近日点还是远日点，地球与太阳之

间的距离都差不多。”阎为国表示，当地球处在近

日点时，其距离太阳 1.471 亿千米；而当地球处在

远日点时，其距离太阳约 1.521亿千米。两者相差

0.05 亿千米，只占到地日平均距离的 3.3%，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因此，地球在近日点和远日点所获

得的热量差别非常小。

人们在地球上感受到的温度变化，主要和太

阳照射的角度有关。“地球的公转轨道面和赤道面

是有一个夹角的，每年 6月 22日左右，即北半球夏

至这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此时北半球（大部分

地区）距离直射点最近，获取的热量比较多，因此

天气比较热；反之 12 月 22 日左右，即北半球冬至

这天，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获得热量比较

少，天气比较冷。”阎为国解释道。

“其实，每年 1 月初，地球恰恰处于近日点，此

时正好是北半球的冬天，这时天气比较寒冷。而

到了 7 月初，地球转至远日点的时候，却是北半球

的夏季，天气相对比较炎热。”阎为国表示，可以

说，天气的冷热和近日点、远日点关系不大。

地球到达远日点天气将变寒冷？

真相：天气的冷热与太阳照射角度有关

目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口罩依然是

大家每天的“必戴品”。前不久，网上传出“长时间

戴口罩可致肺结节增大”的说法，称口罩中间层熔

喷布系石油产品，其中的微末颗粒会经由呼吸道

进入人体肺部，长期佩戴会导致肺结节增大。

对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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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

常使用范围内佩戴口罩，是不会产生微末颗粒的，

更不会进入肺部。

“除了棉、毛、麻、丝、再生纤维素纤维等纺织

材料外，包括熔喷布在内的很多合成纤维都是利

用石油基材料制成的。”钱晓明介绍，聚丙烯作为

主要的石油基材料，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而制作

口罩用的熔喷布，就是由聚丙烯高分子材料加工

而成的超细纤维非织造材料。

“这种高分子材料经过加工成为熔喷布后，具

有一定强度和非常好的过滤性能，在正常的使用

时限内，不可能产生小分子物质。”钱晓明表示，不

过，聚丙烯材料不耐紫外线，经过长时间日光照

射，会出现变脆、强度减弱的问题；其在外力的作

用下，比如用手捻、搓，也可能会变成粉末颗粒。

不过，钱晓明强调，这种粉末颗粒都是以大颗

粒形态存在的，很难被人吸入进肺里。

“熔喷布口罩只要不在太阳下暴晒，同时不超

过使用期限，就不会产生微末颗粒。一般在背光的

地方储存两年内，都是没有问题的。”钱晓明补充道。

长期戴口罩可致肺结节增大？

真相：正常使用不会对肺部造成伤害

前段时间，不少人被某短视频平台上的一句

“假如我有一个空气炸锅”流行语洗脑。在短视频

出现的多道使用空气炸锅烹饪的美食，不仅制作

方便而且用油量少。一些人因此“种草”空气炸

锅，把它奉为减脂烹调“神器”。

然而，近日网上又传出用空气炸锅做的食物

会致癌，原因是会产生丙烯酰胺，而丙烯酰胺是一

种致癌物。

“在烹饪的过程中是否会产生致癌物，主要与

食材、烹饪温度以及烹饪时间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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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用什么锅做饭，只要让食物

过度受热，都有产生致癌物的可能。

“空气炸锅就像一个带风扇的简易烤箱。”王

浩介绍道，它通过内置的热管产生热空气，而后用

风机将高温空气吹向四周，使热空气在封闭的空

间内循环，从而使食物受热脱水。

丙烯酰胺是淀粉在高温、低含水量条件下产

生的，一般来说，当温度超过 120摄氏度时，就会产

生少量丙烯酰胺，当温度在 160 到 180 摄氏度时，

其产出量达到高峰。而这个温度正是烤制食物和

油炸食物的合适温度。此外，含淀粉越多的食材，

在高温下产生的丙烯酰胺也越多。

“不过，大家也不必过分担心。”王浩说，首

先，丙烯酰胺属于 2A 类致癌物，它对动物的致癌

性有充分证据，其能否导致人体患癌，尚缺乏足

用空气炸锅做的菜致癌？

真相：尚无明确致癌实验性证据

夏季除了高温，让人烦心的还有蚊子。有的

人被蚊子叮咬后，可能就起一个小红包，而有的人

被叮咬后，就会变得惨不忍睹——因被蚊子叮咬

而变成“招风耳”“腊肠嘴”“猪蹄手”的新闻屡屡见

诸报道。

同样是被蚊子叮咬，为何包的“型号”如此不

同？网传“蚊子包越大，蚊子毒性越强”，对于这一

说法不少人深信不疑，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被蚊子叮咬后，皮肤会出现风团、丘疹、瘙痒

等症状，我们常说的蚊子包是皮肤局部的过敏反

应。”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

刘瑞玲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蚊子叮咬人时，会将刺吸式口器刺入人体皮

肤引起损伤，它会一边刺吸血液一边向人体“下

毒”，即分泌唾液来防止血液凝固堵塞它的口器，

同时这些唾液也能起到麻痹的作用，让人难以察

觉。感应到蚊子“口水”入侵后，人体的免疫系统

就会启动，分泌的组胺和细胞因子会使血管扩张、

血管通透性增加、局部组织水肿，进而引起皮肤瘙

痒和局部炎症反应。

“每个人被蚊子叮咬后的炎症反应程度，主要

与蚊子种类和个人敏感性有关。”刘瑞玲解释，当过

敏体质的人被蚊子叮咬后，其体内会分泌大量的组

胺和细胞因子，进而引发过敏反应。轻者出现风

团、丘疹、血管性水肿，严重的还会出现全身反应。

此外，蚊子包的大小和被叮咬部位也有关

系。眼睑、口唇、手背、儿童包皮等疏松结缔组织

部位，被叮咬后容易出现水肿，蚊子包也会显得比

较大。

被蚊子叮咬后，不要拼命挠，搔抓会给局部皮

肤施加机械压力，同时也会让血流速度加快，这些

都会加重炎症反应，导致蚊子包可能变得更大。

蚊子包越大，蚊子毒性越强？

真相：主要与蚊子种类和个人敏感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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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以来，南方强降雨过程频繁，华南多地出现同期降雨，洪

涝、滑坡等次生灾害频发。

在汛期，普通百姓该如何预防和躲避洪涝灾害？野外遇到山

洪如何紧急避险？记者采访了基层有实战经验的防汛干部和专

家，听听他们怎么说。

江西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工作人员邓增凯建议，在

汛期经常收听天气预报，了解掌握灾情预报预测。遭遇灾害

性天气尽量不外出。不到易发生山洪的区域，例如：河溪边、

沙滩、低洼处等地游玩逗留。不到小溪、河流，尤其是水库等

水域捕鱼玩耍。

若 遭 遇 了 洪 水 ，一 定 要 保 持 冷 静 ，迅 速 判 断 自 己 周 边 环

境，尽快向山上或者较高地方转移逃生。认清路标，明确撤离

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为惊慌而走错路。洪水到来时来不及

转移的人员，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

地转移。

德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陈院生补充说，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

掌握水情信息的基础上，住在低洼地段的居民，在汛期可以准备一

些沙袋、挡水板等，防止水灌入家中。当洪水来临时，可以向二楼、

甚至三楼等高处转移，如果是平房，则建议就近往高处转移，及时

避险。

倘若田间劳作的农民突然遇到山洪来临，可以朝山洪流向的

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逃生时要尽量避开行洪道，向沟岸两侧的

山坡高处跑，尽可能到洪水侵袭不到的高处平地。选择安全位置

后等待救援，向外界发出求援信号，以尽早脱困。

6 月 18 日至 20 日，德兴市泗洲镇遭受暴雨连袭，乡镇多处被

淹。当地及时转移近千人，未产生重大人员伤亡。泗洲镇党委书

记冷辕说，其实山洪等灾害来临前是有征兆的，当乡镇 24 小时降

雨量超过 100 毫升时，他就意识到可能有山洪、滑坡等灾害风险，

并及时预警当地居民。汛期一旦溪水河流水位陡涨，或已经遭受

连续降雨、土壤饱和，就需要警惕可能来临的洪涝灾害，做好防灾

备灾工作。

洪水袭来怎么办

逃生自救指南请收好

在前不久举办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第 373 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绍，截至 6

月 22 日 15 时 ，北 京 市 经 开 区 新 增 新 冠 肺 炎 病

毒 感 染 者 3 例 。 其 中 ，一 位 8 岁 新 冠 肺 炎 病 毒

感染者，6 月 12 日至 19 日连续 8 天核酸检测均

为 阴 性 ，6 月 20 日 下 午 发 烧 ，体 温 达 37.5 摄 氏

度，未去医院、自行服药，6 月 21 日早晨体温恢

复正常。目前，该患者已被转至小汤山医院接

受救治。

有些网友对于这一救治措施表示不解：既然

这名 8 岁患者已服药退烧，那还是否需要被送去

定点医院接受集中隔离治疗呢？为什么不能居家

隔离治疗呢？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医

疗救治专家组中医组组长张伯礼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就算没有发

热、干咳、乏力、腹泻等症状了，但其病情可能不稳

定，在核酸检测结果没有转为阴性前，仍需要按照

相关要求接受治疗。

退烧不意味着病情转轻

张伯礼表示，这位 8 岁新冠肺炎患者只是退

烧了，但不意味着其核酸检测结果已转为阴性，那

么他就依然具有传染性，需要接受集中隔离治

疗。“此时如果采取居家隔离治疗措施，还是有一

定传播风险的。”他说。

张伯礼解释，一方面，我国大中城市社区居民

人口密度相对较大，患者排泄物、日常用品等都可

能有传染性，这容易导致疫情在社区传播扩散；另

一方面，患者退烧不一定意味着其病情转轻，更不

意味着痊愈。

“除密切关注核酸检测结果外，我们还需警惕

新冠肺炎患者病情可能出现反复甚至恶化。”张伯

礼强调，如果这位感染者不能及时接受专业治疗，

其发展成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风险就会升高。

尤其是年幼、高龄、有基础病的新冠肺炎患者，更

需要持续进行观察和治疗。

核酸两次为阴才可出院

于 2022 年 3 月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

疗方案（试行第九版）》（以下简称新版《诊疗方

案》）进一步完善了新冠肺炎病例分类及收治措

施。轻型病例实行集中隔离管理，普通型、重型、

危重型病例和有重型高危因素的病例应在定点医

院集中治疗，其中重型、危重型病例应当尽早收入

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治疗。

“香港、上海的经验表明，高龄、有基础病等有

高危因素且有重症倾向的患者也宜被收入条件较

好的医院进行治疗。”张伯礼强调。

“即便是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也需接受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这样可以避免出现交叉传播造

成疫情扩散的问题。同时，早期无症状感染者不

一定一直无症状，有些人几天后就出现了明显的

症状。”张伯礼表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可以

接受中医药的治疗，临床经验也表明，中药一方面

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另一方面也可防止这些无

症状患者演变成有症状患者。

按照现行标准，核酸检测结果两次为阴性的

新冠肺炎患者就可以出院。新版《诊疗方案》也对

出院后的监测措施进行了优化，将“出院后继续进

行 14天隔离管理和健康状况监测”修改为“解除隔

离管理或出院后继续进行 7 天居家健康监测”。

此外，我国多地也对居家隔离及监测做出了新的

规范和要求，这样既能让患者更好地进行康复，也

可以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复阳者。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但

出现了发热、咳嗽等症状，也应及时前往正规医院

就诊，由专业医生进行检查和处理。”张伯礼强调。

张伯礼院士详解：

为何新冠患者已退烧，还需进行集中治疗

近年来，全球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新冠疫情以来，由于户

外活动时间减少和利用电子设备在线上课时间增多，青少年近视

率进一步上升。为了帮助青少年预防近视和健康成长，多国眼科

专家提出科学用眼建议。

科学用眼第一招：保证正确姿势。日本眼科医师协会推荐，预

防近视需要注意读书写字时的正确姿势，身体坐正，保证眼睛和书

本的距离在 30厘米左右。《韩国时报》援引韩国金氏眼科医院医生

金应洙的话说，远程授课方式下，学生应了解如何正确使用电子设

备，如距离屏幕至少 50厘米等。

科学用眼第二招：避免眼睛疲劳。日本眼科医师协会建议，为

防止眼睛疲劳，用眼 1个小时需要休息 5分钟到 10分钟，玩电子游

戏等尽量不要持续 40分钟以上。俄罗斯 Eyecraft眼科工作室眼科

医师玛丽亚·莱维娜建议：“4 岁以下儿童根本不应该接触电子产

品；8 岁以下儿童每天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不应超过 15 分钟至 20

分钟；12岁以上儿童每天不应超过 2小时。”

巴拿马眼科学会前主席费利克斯·迪亚斯则提到“20—20—

20”口诀，即在使用电子设备时，每 20 分钟停止看屏幕 20 秒，并远

望 20英尺（约 6米）外的地方休息眼睛。

科学用眼第三招：增加户外活动。德国图宾根大学眼科研究

所专家弗兰克·舍费尔说，预防近视最好的措施是花足够的时间在

室外，如每天在户外活动两小时。近视通常出现在 8 岁至 15 岁之

间，但眼睛的发育直到 16岁到 18岁左右才结束，至少在此之前，充

足的日光可以抑制近视发展。韩国江南明亮世界眼科医生朴俞景

也建议，保证每天的户外活动，多晒太阳，促进合成维生素 D，从而

预防近视。

科学用眼第四招：定期视力检查。朴俞景建议，每半年做

一次视力检查。巴拿马马丁内斯·加西亚眼科诊所眼科医生

克里斯蒂娜·加西亚建议定期视力检查，间隔控制在 6 个月至

1 年之间。古巴眼科研究所医生劳尔·佩雷斯也说，孩子睡前

1 到 2 小时内应避免使用电子屏幕，有条件的情况下每年进行

眼科检查。

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一所学校的校长介绍，该校和一家眼

科诊所建立了联盟，每年对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展开一次眼

科检查。 （据新华社）

“小眼镜”增多

专家支招教你科学用眼

够的实验性证据。其次，以油炸、烧烤方式烹调

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材时，若温度超过 120 摄氏

度，就有可能产生丙烯酰胺，而且烹调时间越长、

食材含水量越少，产生的丙烯酰胺就越多。而且

从量上来对比，空气炸锅的加热效率更高，食物

保持在高温下的时间更短，甚至其产生的丙烯酰

胺可能少于其他高温烹饪方式。

“我们不能抛开剂量来谈毒性。”王浩表示，对

普通人来说，在日常饮食中不会短时间内大量摄

入丙烯酰胺。只要正常食用，根本达不到危险摄

入水平。不过，他建议大家在使用空气炸锅烹饪

含淀粉的食材时，最好提前做一下预处理，比如在

炸薯条前，用清水冲洗掉土豆表面的淀粉。同时

合理把握烹饪时间，别在高温下烹饪过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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