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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侨报》近日刊文称，数据显示，
中国网络谣言中“舌尖上的谣言”占45%，
食品安全领域成为网络谣言的重灾区。

近 日 ， 中 国 警 方 抓 获 了 数 十 名 制
造、传播“塑料紫菜”谣言，以及实施
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人员。今年 2 月，

“塑料紫菜”谣言迅速传播，形成网络
舆论热点，给福建等地紫菜生产销售企
业、养殖户造成逾亿元人民币损失。

其实，“塑料紫菜”只是“谣控”
舌尖的一个缩影。有数据显示，网络谣
言中“舌尖上的谣言”占 45%，食品安
全领域成为网络谣言的重灾区。近些年
来，从“塑料大米”、“棉花肉松”到

“黄鳝是避孕药催大的”、“低钠盐是夺

命盐”等等，虽然大多数谣言严重缺乏
常识，但不妨碍它们在网络上蔓延和传
播，造成中国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恐慌。

要想阻遏谣言泛滥和流布，当务之
急是大幅提高造谣、传谣者的违法成
本。网民的法律意识之弦要紧绷，不能

再抱侥幸心理。
目前，司法机构多未对造谣者、传

谣者以诽谤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顶
格处理，但不排除特殊时刻施以重典。
相关互联网企业也要积极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对新出现的、翻新的谣言，要第
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阻断，清理、
删除虚假不实信息。

同时，政府大力做好科普宣介，媒
体要客观报道，权威机构应及时辟谣。
对广大网民而言，应成为谣言的终结
者，而不做谣言的传播者、旁观者。唯
有此，食品谣言泛滥之势才会得到遏
制，民众才能放心品尝舌尖上的美味。

中国新闻网 2017.6.14 文/钟海之

花青素相信许多人都听过，对其功
效估计也如雷贯耳，花青素真有那么神
奇吗？

其实，现在大家听到的关于花青素
的各种神奇功效，大多来自一些非专业
的，诸如打着所谓营养健康、养生保
健、大健康产业等旗号人士的口中。这
种声音多了，人们就耳熟能详了，例
如，有许多人会在吃饭时，看到一些颜
色比较深，比较鲜艳的食材，就会讲，
这种菜富含花青素，有着强大的抗氧化
作用，对身体有许多好处。然后，你就
会看见满桌人都拿着筷子抢着吃。

许多人都在追捧花青素，却很少有
人真正了解花青素是什么？国际上对花
青素的研究到哪一步？它对人体的好处
是否真如我们想象得那么强大？

花青素是什么？
花青素其实就是一种植物色素，是

一种天然色素。正是如此，那些富含花
青素的植物，一般都会显现出紫红的颜
色，例如人们常说的蓝莓、黑枸杞、葡
萄籽等等。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天然色素
种类有千千万，我们在大自然中见到的
几乎所有五彩缤纷的自然颜色，都是由
各种各样的色素构成的。

不过，科学家们对花青素的研究过
程中，发现了它有别于其它色素的特点
——抗氧化能力，当然，这是在未被破
坏的前提下。对于植物来说，花青素更
大的作用在于用其鲜艳的色彩吸引蜜蜂
采蜜，传播后代。

花青素的研究进展如何？
的确有一些新的研究发现，花青素有

一定的对蛋白质抗氧化的作用，但前提是
花青素结构没有受到破坏。科学研究尤其
是对人类健康方面的研究，需要花费很长
时间，要经历许多的实验，而对于花青素
的研究，目前更多的是停留在了动物实验
层面上，以及体外培养癌细胞实验上，结
果显示花青素有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作
用(不是杀死、停止，而是抑制)，却并没
有可信的人体实验结果出现。

中国营养师联盟执行秘书长于良，
建议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食物,而这些
食物更多的是蔬菜。另外，不要寄希望
于这些植物中的花青素会起到多么强大
的功效，只把它当成一种可以多吃蔬菜
的动力就可以了。

综合《中国食品报》、《中国中医药报》
《健康时报》2017.6.12

在中国举行的婚礼上 ，宾客“戏
弄”新婚夫妇和伴娘的“闹婚”行为是
一种常见习俗。在传统上，这被视为有
助于活跃婚礼气氛。但此类行为常常失
控。在最近发生的一起事件中，一名伴
娘在西安参加婚礼的途中遭到两男子猥
亵。去年，一名女演员在某明星婚礼上
当伴娘时几乎被伴郎们扔到水里等事件
也曾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

在诸多伴娘遭骚扰事件的影响下，
一些准新娘正发现越来越难邀请到闺蜜
当伴娘了。据报道，有些女孩甚至要求
伴郎团签署“禁止闹婚协议”后才肯当
伴娘。而这也让职业伴娘行业生意日趋
火爆。不过，被聘用的职业伴娘并不意
味着能逃脱“闹婚”的侵扰。除为新娘
当化妆师外，职业伴娘还得“勇敢”参
加各种活动，并在婚礼上营造热闹氛
围 。 根 据 她 们 提 供 的 服 务 “ 难 易 程
度”，一位职业伴娘参加婚礼获得的报
酬为每天 200 元至 800 元。

尽管聘请专业人员或许能够暂时满
足中国新婚夫妇对伴娘的需求，但这并
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参加婚礼的伴娘
遭受骚扰已经被视为“常态”。在此类
观念未被彻底杜绝前，无论是伴娘还是
职业伴娘仍将成为被骚扰的对象。

《环球时报》2017.6.14
译/艾丽尔·庞 丁雨晴

据外媒 6 月 13 日报道，多伦多
大 学 罗 特 曼 管 理 学 院 一 项 研 究 人
员 称 ， 其 最 新 研 究 显 示 洗 手 不 仅
仅 能 保 持 清 洁 ， 而 且 还 可 以 清 除
大 脑 的 旧 想 法 。 研 究 人 员 发 现 洗
手 的 过 程 中 会 转 变 目 标 追 求 ， 淡
化 先 前 目 标 并 强 化 其 后 目 标 。 该
研 究 团 队 由 此 建 议 清 除 污 垢 可 作
为 一 种 物 理 替 代 品 ， 使 人 不 再 沉
溺于以往的经历之中。

此前的研究已表明身体清洁对诸
多心理体验产生影响，在非道德行
为产生的负罪感、自由选择产生的
不和协以及胜利或失败带来的好运
或霉运时等，人们会通过身体清洁
来改变其心理体验。例如，有些人
会选择在发生“不洁行为”后通过
洗澡来洗去罪恶感。

目前的研究调查了潜在的心理过
程，其中包括清洁使心理过程分离
的具体表现。研究期间，研究人员
进行了 4 项实验，首先是通过文字游
戏或简短调查，将参与者的注意力
集 中 在 特 定 目 标 上 ， 该 过 程 称 为

“启动”过程；随后会要求受试者评
估或实际使用湿纸巾；使用消毒纸
巾的人不太可能回顾先前确定的目
标、不太可能使行为选择与之前相
符、也不太可能意识到先前目标的
重要性；并且他们的关注点会更容
易重新定位到随后确定的目标上来。

市场营销学博士生 Ping Dong 与
营销学助理教授 Spike W.S.Lee 一起开
展研究。Ping Dong 用举例的方式佐
证其实验：对以保持健康为目标的
人来说，使用湿纸巾会使其健康行
为倾向减少，他们更有可能选择巧
克力棒而不是格兰诺拉燕麦棒。他
也表示清洁一般更易影响短期的目
标追求。

尽管需要更多的研究工作去证明
那些想要达到目标的人应该大大改
变他们的个人卫生习惯，但发现表
明在寻找实用方法并将人们的思维
从旧的、无用的追求转向新的、更
好的追求时，消毒纸巾确实能派上
用场。

环球网 2017.6.14 译/何鎏

地铁要不要设“女性专用车厢”？广
东省深圳市要先试行。上下班高峰期的
地铁太拥挤，女性由于体力等原因难挤
上去；女性夏季着装清凉，面临被性骚
扰的尴尬；孕妇挺大肚挤地铁容易发生
危险……据报道，深圳将在本月内选取
部分地铁路线试行设立女性优先车厢，
试行成功后再考虑逐步推广到其他线路。

设立“女性专用车厢”当然具有积
极意义，是基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相对
于男性弱势的现实特点，向全社会传递
出“应给予女性应有的尊重、关爱”的
观点。如同交通工具设立孕妇专座，公
共场所设立母婴室一样，女性车厢是一
种人性化的关怀，更多的是营造一种文

明理念。
可提出这样建议的人士，似乎并不

真正了解地铁的实际情况。只要在上班
高峰时段乘坐过公共交通工具的人都知
道，不只是女性很难挤上车，男性上车
也不容易。至于骚扰女性的色狼，或许
有，但肯定不是所有男性都这样。设女
性专用车厢，不仅无助于缓解女性挤车
难的问题，反倒可能进一步加深整体拥
堵的状况。每到高峰时段，地铁站台上
都拥挤不堪。以前，乘客 （包括女性乘
客） 下了站台可以就近等车，现在女性
为了乘坐专用车厢需要到处挤，男性则
只好回避，这会不会让好意成为添乱？

虽说日本等国家也设有类似的女性

专用车厢，但地铁的运营情况不一样，
国民的习惯和素质也有差别，不加甄别
就采取“拿来主义”，很可能水土不服。

地铁乘车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车少
人多、运力不足，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
和管理还不适应乘客的需求。把板子打
在乘客身上，尤其是打在男性乘客身
上，不光不合理，还有卸责之嫌。与其
搞女性专用车厢，倒不如把精力放在如
何加强公共交通的软硬件建设上来。当
然，女性专用车厢的说法鼓噪了那么多
年，有一个地方勇敢地尝试一下也未尝
不可——到底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还
是想当然的瞎折腾，让实践来验证。

《健康报》2017.6.11 文/乔志峰

事件回放：上初中的晓明要开家长
会了，晓明妈妈为了给老师留一个好印
象，准备去染发，把已经出现的白发给
遮掩一下。可是晓明爸爸担心：染发会
不会让白发越来越多？染发会不会带来
过敏等健康隐患？听了晓明爸爸的话，
晓明妈妈犹豫了……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药理毒理室主任胡
宇驰：经过研究发现，“头发越染，白发越
多”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的证据。在皮肤里
面决定头发生长的结构叫毛囊，在头发生成
时，毛囊中黑色素不足就产生白发。黑色素
生成不足一般是由于疾病或者随着年龄增大
酪氨酸酶活性下降而导致。由于毛囊在皮肤
下，毛囊口有脂肪等保护，所以现代染发一
般不会损伤毛囊。如果染发对毛囊有损伤，
就会直接影响头发的生长速度，但染发后头
发都会继续正常生长，并没有出现不长头发
了或者头发长得明显变慢的情况。这就说明
发根没有受损，从而证明了不存在“头发越
染，白发越多”的现象。

染发是否会带来其他健康风险呢？事
实上，任何产品均有风险，染发剂的使用
也不例外，不过发生概率其实并不高。染
发中常见的较严重不良反应是过敏反应，
这是由于染发剂接触皮肤后，与其中的蛋
白结合，生成不被人体接受的过敏原，当
再次接触后，人体就会对这些外来物质进
行攻击，从而产生过敏反应。

染发过程中尽量不要接触头皮和皮
肤，尽量减少染发剂和氧化乳与皮肤的
接触。建议染发频率以不大于1个月一次
为好；为尽量避免不良反应，哮喘病患
者、准备生育的夫妻、孕妇及哺乳期妇
女要尽量减少染发。

需要强调的是，目前还没有一款真
正意义上的纯植物染发剂，不发生化
学反应而能够稳定染色从原理上就很
难成立，市场上所谓的植物染发剂只
是染发剂生产商的一种营销噱头，消
费者绝不能因为这种噱头降低对安全
风险的重视。 《中国医药报》2017.6.9

“闹婚”时常过火
催生“职业伴娘”

想要“重启大脑”
快去洗手吧

网络谣言中“舌尖上的谣言”竟占45%

花 青 素 真 的 具 有 抗 氧 化 功 效 吗 ？

新 加 坡 asiaone 网 站 6 月 13 日 文
章，原题：伴娘日益危险的“工作”
范畴在中国催生出职业伴娘行当？在
中国当伴娘实在太危险，以至于一些
新婚夫妇因越来越担心伴娘在婚礼上
遭骚扰而转向聘请职业伴娘。

头发越染，白发越多？

女性专用车厢会不会“添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