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防疫常态化的当下，人们的日常生
活基本上已经习惯进出小区查出入证、测
体温以及查健康宝了。健康和便捷难道只
能二选一吗？

6 月 30 日，一套“黑科技”满满的智
慧社区管理系统亮相北京市海淀区的苏州
桥西社区，社区仅留南门通行，看不到居
民们使用纸质出门证，也看不到保安使用
测温枪、工作人员查验健康宝，回家的居
民鱼贯而入，在社区门口几乎没有停留，
快速通行，居民在进门时“刷脸”即可通
行，实现了戴口罩人脸识别、智能测温、
健康宝查验、公安系统联网四步合一仅在
一秒内完成。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桥西社区居委会书
记李春燕表示，小区有不少不会使用手机
的老人，出入经常需要保安协助查看健康
宝，不但费时间，还会造成社区出入口拥
堵，“装上这套设备后，大家进门几乎不用

停留，一秒就进门了，居民方便的同时，
保安也很省心。”

居民李阿姨对此深有体会：“再也不用
每次都让小同志帮着查手机了，这么热的
天，也不用在门口排队，直接就进社区了。”

据悉，这套系统由海淀区政府股权投

资基金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玮家技术开
发，该系统不仅可用于应急保障进行大规
模的核酸检测，更可适用于科技赋能疫情
防控常态化管理：不仅可以安装在社区大
门口，也可放置在写字楼/园区入口用于复
工复产。

在海淀区四季青核酸监测点，市民张
先生手持身份证靠近一个智能设备，只听

“叮”一声，智能设备屏幕显示“36.5”摄
氏度——设备在 1 秒内即完成身份证登
记、拍照留影、智能测温、健康宝状态查
验四个部分，同时，在后台的工作人员，
还能看到该市民是否来自高风险地区。

“智能健康宝自助登记系统”在每个核
酸检测通道完成200多人采样，平均20秒/
人。然而，未部署该系统的通道完成近 50
多人人采样，平均 2 分钟/人。与纸质登记
流程相比，使用玮家研发的“智能健康宝
自助登记系统”，1 秒钟无接触完成登记，

效率提高90%以上。
“设备与公安系统联网，还能大幅降低

社区案发率。”北京玮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长丁斌表示，由于该系统架构基于物联网
智能硬件与云计算大数据平台，玮家技术
专门开发了社区应用版本、非社区应用版
本 （写字楼/园区、医院、政府机关、企事
业单位等），实现“一机两用”。系统已与
北京健康宝、公安系统对接互通，真正做
到了社区、写字楼的出入管理智能一体
化：实现了戴口罩人脸识别、智能测温、
健康宝查验、公安系统联网四步合一，仅
在一秒内完成。通过科技赋能，在全面落
实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的同时，大幅节省
出入人员及工作人员双方的时间与人力。

目前该系统在北京市海淀区的海淀街
道、上地街道、马连洼街道、四季青镇等
15 个街镇成功应用，为 47 个小区、近 7 万
居民提供服务。

进入 7 月，天气便炎热了起
来。自然，疫情期间的我们是不方
便相约聚会品茶的。是时候回忆一
下我们能正常活动的那些个看似平
常的夏日了。

记得那天，好友说家里来了位
法国来中国交流的学生，不知道要
怎样接待才能有中国特色。有我
在，还怕啥？于是，我们来到北京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把简单的茶席
一摆，立即让这位国际小友人惊呆
了。于是，孩子们不仅喝到了可口
的中国红茶，我们还顺便普及了茶
英文，有种一举多得的感觉。

然而，这只是我的众多周末
品茶活动中的一个小故事。其实在
夏日里，发生的茶故事不计其数
呢。

还是在奥森公园里，只是参加
活动的人员组合有所变化而已。那
日，带去的开水已经被我们这些成
年人挥霍殆尽——只要有笔者在，
朋友们一定会要求泡茶喝的，而且
还得笔者亲自动手冲泡的才够味
——朋友们如此说到。但看到刚刚
健步5公里回到营地的孩子们一副热
汗涔涔的模样，于是，笔者灵机一
动，说：孩子们，快来看，我给你
们变个戏法！于是，打开一瓶矿泉
水的瓶盖，投入大约3克西湖龙井，
拧上盖子后，为了让茶味尽快显
现，便把瓶子倒立起来，大约5分钟
后，对孩子们说：好了，拿去喝
吧！嘿嘿，看着孩子们一脸的佩
服，让自己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满
足。

其实，在心烦气躁的时候，
来一杯爽口的冷泡茶，会顿时让人
神清气爽，仿佛自己是茶园里的一
株茶树，正受到雨露的清洗和滋
润。

冷泡茶，就是用冷水来冲泡
茶叶。这种方式越来越被人们接受
和喜爱，特别是夏天，暑热难耐，
喝一杯清凉的冷泡茶，顿时觉得五
脏六腑就舒坦了。冷泡茶是一种颠
覆传统的泡茶方法：一小包茶，一
瓶矿泉水，将茶投入水中轻轻摇一
摇，如果气温足够高的话，不出十
分钟就可以喝了。这是一种可以走
到哪里喝到哪里的冲泡方式。

当然，要是时间允许，我们
完全可以把冷泡法做得更精妙一些。我们可以
把茶叶放到矿泉水中，再把水瓶置于冰箱冷藏
室中，经过短则几十分钟，长则数小时安静的
等待后就可以了。所谓“冷水泡茶慢慢浓”，冷
泡虽不如热泡一般瞬间释出香味来，却可因为
浸泡时间的加长变得浓酽，茶叶在慢慢地浸泡
中渗出茶香，自有一种平和的韵味。

方法虽简单，冷泡茶对茶叶的要求却高，
并不是每一种茶叶都适合冷泡法。用来冷泡的
茶叶，最好选用新茶，这样才能喝出香醇滋
味；选用发酵程度较低的茶叶，发酵愈轻、愈
生的茶口感越芬芳甘美。绿茶，如龙井；乌龙
茶，如东方美人；白茶，如白豪银针和白牡丹
都比较适合冷泡。

小贴士：
在夏日适合饮用的茶中，绿茶清爽宜人，白

茶清甜回味，红茶提神养胃，花草茶芳香迷人。
而在全民关注健康与养生的新形势下，冷泡茶不
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据专家研究得知，习惯饮
茶的你，如果想调整血糖指标，那么，可以稍稍
地改变一下茶叶的冲泡方式。比如用冷水冲泡白
茶中的老寿眉对糖尿病的治疗效果更好，你唯一
需要做的就是加长浸泡时间。泡白毫银针和白牡
丹的时候，如果用冷泡法，可以使营养物质析出
得更充分。当然，这是建立在饮茶总量控制到了
一定量的前提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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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疫防 疫 ““ 黑 科 技黑 科 技 ”：”： 不 摘 口 罩 也 能不 摘 口 罩 也 能 ““ 刷 脸刷 脸 ””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在炎炎夏日，味甜多汁的西瓜可以祛
除暑热，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夏天可以
吃到清甜可口的西瓜，往往又被那些西瓜
谣言所困扰，每年夏日都会有季节性食品
谣言卷土重来。近年来，关于西瓜的谣传
主要有以下几种。

谣言1：西瓜打甜味剂了吗？

有人说瓜农会对西瓜进行增甜处理，
并且注入红色素和甜味剂，使西瓜更红更
甜。西瓜真的会被打针吗？

其实，“西瓜打针”的说法极有可能
是不明真相群众的臆想。西瓜本来就是一
种自然熟的水果，也耐储存，和其他水果
相比，根本用不着储存保鲜技术。在实际
生产中，也没有瓜农会闲得无聊去给每个
西瓜打针，西瓜皮很结实，但是瓜瓤非常
脆弱，而且是密闭的结构，针可以扎进
去，但是把水打进去很难，要用很大的力
气，一拔针水就往外冒，水压之下这个挂
穰会压坏，而且针眼也成为了细菌入侵的
通道，这样的西瓜根本放不住，不到一天

就得坏，商家如果给瓜注水将得不偿失。

谣言2：西瓜使用膨大剂了吗？

以前买西瓜，我们都喜欢挑个头大
的。但有人说个头大的西瓜使用了“膨大
剂”，人们都尽量挑小的买，生怕买到使
用了膨大剂的瓜。膨大剂到底是有什么危
害？能放心吃吗？

膨大剂其实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实际上在正常使用的前提下，还没发现膨
大剂对人体造成任何危害的案例。而且，
植物生长调节剂都有很强的自限性，少量
用能促进生长，但是用多了反而不利生
长，不当的使用反而会引起果实畸形，农
民通常也不会多用。所以，正常使用是不
会带来健康危害。

谣言3：糖尿病患者能吃西瓜吗？

糖尿病患者需要严格控制糖摄入量，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有糖尿病就需要远离西
瓜等甜食。

血糖指数 （GI）：指参照食物 （葡萄

糖或白面包）摄入后血糖浓度的变化程度
相比，含糖食物使血糖水平相对升高的相
对能力。糖尿病患者在日常饮食管理中，
需要控制糖的摄入量，但“控制”不是

“隔绝”，口味甜的食物并非含糖量都很
高，适度食用不会造成负面影响。

谣言4：无籽西瓜使用避孕药了吗？

无籽西瓜的产生和人类使用的避孕药

没有丝毫关系。无籽西瓜是采用杂交的方
法培育而成的。普通西瓜都是二倍体植
株，也就是细胞内含有两组染色体，可以
正常结籽。

人们用秋水仙素处理西瓜，将普通的
二倍体西瓜和四倍体西瓜杂交，形成的三
倍体西瓜。而三倍体没有繁殖能力，所以
不能产生种子，也就没有籽啦。这种无籽
西瓜只是没有能力正常发育下一代，并不
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和避孕药更是没关
系。至于植物激素，我们知道动物激素和
植物激素是不一样的，植物激素被摄入人
体后也不会起到动物激素的效果，完全不
必谈“激素”色变，我们可以好好吃西瓜。

（作者系山西医科大学管理学院社会
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硕士研究生）

话 说 “ 吃 瓜 ” 的 那 些 谣 言
□□ 刘晓蔓

我是一名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从
3月20日学校停课，到6月17日终于坐上
回国的飞机，3个月的人生经历，我感慨
万千。

这3个月里，只要听闻任何与机票相
关的信息，我都会紧张，焦虑。由于疫情
防控等原因，航班限制，一票难求，回国
机票便成了这3个月以来的头等大事。

3月份，学校停课的时候，已经有同
学陆陆续续回国了。我那时订的5月2日加
航的机票，当时并没有计划回国。3月底
民航局出台“五个一”（一个航司一个国家
保留一条航线一周最多执行一班）政策
后，我得到了5月份加航航班取消的消
息。4月初，我又购买了国航5月15日回国
的机票。当时我认为国际疫情在5月会好
转，“五个一”只是临时政策。但是在4月
中旬我得到消息，5月的航班又被取消了。
于是我将国航的票改签为6月5日，寄希望
于两会结束后逐渐放开航空管控。我还购
买了一张7月15日海航的机票作为备用。

5月底通知我，6月5日的航班又被取
消了，这并不意外。我当时觉得7月海航
的备用机票肯定可以回去，但是为了保险
起见我需要再备用一张机票。此时所能买
到最早的票是8月30日。连续被取消机票
让我焦躁不安。一张机票显得太过于单
薄，两张机票才感觉踏实。

大概在6月中旬的时候，海航说因为
要遵守上座率不超过75%的规定，我7月
15日的这班飞机超售了，让我改签。我当
时就觉得往后改签非常不现实，无法保证
海航后面的班机没有超售问题。海航执飞
多伦多-北京 （目的地为西安） 的波音
787-9型客机有大约290个座位，也就是
说每班飞机会有70多人因超售问题被取
消机票。所以说改签机票根本无法确定。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绝望。

幸运的是，6月14日，有人退了6月17日海航的机
票。这也是由于航班的不确定性，人人都手握多张机
票，退票的事情经常发生。幸好我一直保持着海外防疫
健康码的填写，得以顺利乘坐这班飞机回国。这种失而
复得，因祸得福的感觉我是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体会到。

到了机场，我遇到一些没有买到机票到机场碰运气
的留学生。他们推着行李站在值机窗口等待机会。我不知
道他们是否每天都会来，也不清楚这样做有多少成功的机
率。此时此刻，我感觉作为留学生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机场里面除了等待回国的留学生没有其他旅客的身
影。回国的经历是非常辛苦的。由于要在起飞前做体温
测试，海航通知我提前5个小时抵达机场，在我之前已
经有不少人开始排队。经过14个小时的飞行，落地后经
过各种检测，凌晨2点终于进入隔离酒店。我与同机的
两百多人，24小时佩戴口罩，只有吃饭喝水时才会摘
下。飞机上的乘务员更加辛苦。在漫长的旅途中，她们
还一直身着防护服，并且为乘客测试体温和提供餐食。
入住隔离酒店后我接到消息，和我同飞机入住同一隔离
酒店的旅客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我想这与大家的自觉与
乘务员的辛苦是分不开的。

抵达西安后，西安市政府统一安排隔离。吃住都是
自费，价格比往常要贵。不过酒店隔离体验非常好。酒
店提供的餐食有西安特色，酸汤水饺和肉夹馍。端午节
的时候还发了粽子。感谢酒店工作人员的付出。

回首3个月的经历，问问自己的感受——回国的感
觉真好！

（作者系加拿大中国留学生）

在1948年以前，“共产党”在我心里
是一种神秘的存在，但神秘之中似乎也有
着一丝半缕的联系。因为，父亲曾经跟我
说过，1930 年，工农红军曾两次攻打长
沙，他给红军抬过伤兵。他还跟我讲，我
的一个叔叔就是在那一年跟红军走了，从
此杳无音信。我们家的人并不热衷于当
兵，惟一一个当了兵的，当的就是红军，
这对我的心理自然会产生某种倾向性影响。

自 1948 年底开始接触家乡地下党组
织的谭颂德兄弟后，我开始对共产党有了
比较直观的认识，觉得他们原来是跟我一
样的普通人。但是，普通中也有不普通之
处，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人生理想和价
值追求都跟普通人有不一样的地方。谭氏
兄弟向我介绍了一些有关共产党的书籍，
我读的第一本这方面的书籍，就是艾思奇
的《大众哲学》，随后又读了《共产党宣
言》（油印本） 等作品，似懂非懂，只是
感到新奇。

顺带说一下。巧的是，1985年，我从
江西调回长沙工作后，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湖南省委党校遇见了谭颂德。谈及旧
事，方知当年我父亲加入的慈善堂谭姓堂
主就是他的父亲。长沙和平解放后，谭颂
德随大军南下了；土改时，他的父亲也受

到了冲击。我巧遇他时，他的父亲已去世
多年。

我最早接触谭颂德兄弟时，时值淮海
战役战犹酣，在我就读的英才小学，每天
都有各种战事小道消息流传。大家都说，
国民党政府快完蛋了，长沙解放只是迟早
的事情——连我们这些小学生都知道国民
党政府快完蛋了，可见其颓势已是众所周
知！

进入 1949 年，国民党政府的败势更
是一目了然。在谭氏兄弟的鼓动下，我和
学校的一些少年成立了“迎解放学生小
组”，并荣幸地被选为当地英才、执中两
个最大、最有名气小学的学生会主席。

1949 年 8 月，长沙和平解放。9 月 1
日，我们学界在长沙县榔梨镇陶公庙举行
了盛大的迎解放大会，作为学生会主席，
我在会上第一个发言。

第二天，我们英才、执中两所学校组
织的腰鼓队在市内游行，大家兴奋地扭着
秧歌，迎接解放军入城。从此，我的思想
融入了拥护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热潮
中；“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于我
不仅是一句口号，也是发自内心的呼声，
没有任何疑问。

长沙解放的那一年，我正好高小毕

业，因家境困难，无力继续上中学，只得
回家从事农业劳动。但是，我对学习的热
情、对知识的渴望并没有丝毫减退，白天
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就去胡二公家，学习

《论语》《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传统
知识。同时，我还拼命自学新知识，努力
让自己的思想观念跟上时代发展的节拍。
现在想来，我当时新旧知识一起学，可能
潜意识里认为新旧时代是一种延续，而不
是一种割裂，这也可能是我后来对割裂文
化历史的社会现象不那么感冒的原因吧！

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我积极参加
新政权建设的各项工作，如户籍登记、减
租减息宣传、土地改革、扫盲运动、宣传

《婚姻法》等。我是真心实意去做这些工
作，并不是因为受他人的宣传鼓动而作
为，更不是为了赶时髦，虽然每天忙个不
停，但仍乐此不疲，其自觉与努力已达到
忘我的程度。

那时的我，充满青春朝气，浑身像个
小火球，干劲十足，也很愿意用各种形式
来表达自己的喜悦情感。15岁那年，我给

《湖南大众报》积极投稿，发表了第一篇
快板作品——《互助组把会开，一年计划
早安排》，报导我们村成立农村互助组、
安排全年生产计划、促进生产发展的事

迹，并获得 3 万元稿费 （相当于新币 3
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获得稿费，钱是
次要的，自己的作品得到认可所带来的成
就感、自豪感，更让我觉得珍贵。

此后，我一发不可收拾，投稿更加积
极，接着又发表了《农民歌唱共产党》山
歌组，后被收入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湖南
农民热爱党山歌》一书。该书出版后，我
又获得稿费10万元（相当于新币10元）。

随后，《湖南大众报》将我发展为特
约通讯员，与我联系的记者姓谢，她约我
见过一次面，鼓励我好好干。她还说，以
我的潜质，将来很有希望成为专业记者。

但是，我乐于务实的性格决定了我更
倾向于做技术工作，因而最终没有走上当
记者搞写作的道路。这对我来说，或许是
件幸事，使我这样一个喜欢直言的人避免
了今后历次政治风波给个人带来的冲击。

（作者为长沙市退休耄耋老人，探过
矿，教过书，经过商，著有《活好》《活
明白》《筑梦人生》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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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蛳粉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诞生于
广西柳州的一种街头小吃。螺蛳与猪骨
熬成的汤鲜美绝伦，配上滇桂一带久负
盛名的米粉，以及炸花生、辣椒、木
耳、酸笋等调味品，使得这种食物集
酸、辣、香、鲜于一身。但其令人上头
的气味，也让人“又爱又恨”，那么螺
蛳粉这标志性的“内味儿”到底是什么
呢？

我们熟知的臭味食品，例如臭豆
腐、豆汁儿等，都是经过发酵才会出现
其标志性的气味。而螺蛳粉中唯一经过
发酵的食材，就是酸笋。酸笋的制作过
程比较粗放，选择适当大小的竹笋，用
盐水浸泡，放置十天左右即可出酸味。
酸笋的发酵环境并没有完全隔绝氧气，
经过需氧菌和厌氧菌的通力合作，笋中
的糖类和蛋白质被发酵，转化为各种氨
基酸和有机酸、醛、醇等物质。

广西大学的一篇论文中提到，相对
于鲜笋，酸笋中的半胱氨酸含量明显下
降，而色氨酸则未检出。也就是说，在
发酵过程中，半胱氨酸和色氨酸转化成
了其他物质，说起这两种氨基酸的代谢
产物，一股浓浓的味道呼之欲出。

其中一种含硫氨基酸、半胱氨酸的
代谢产物就是“臭名昭著”的硫化氢，
一种存在于屁中的气味物质。化学书上
对硫化氢的经典描述是“臭鸡蛋气味的
气体”，可见其味道是多么地具有标志

性。含有硫醇基的物质大多都有这种气
味，因此其常被添加到无色无味的管道
煤气中，让人们容易察觉煤气泄漏。

而色氨酸的代谢产物就更绝了，它
的名字叫做——粪臭素。粪臭素本身在
低浓度下，不但不臭，还是很多花香气
味的来源。很多香水和香薰类产品也会
添加粪臭素作为香味剂。可是如果浓度
过高，粪臭素很快就会变成臭味，而且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粪臭素的臭味，就
是粪的臭味。这个也告诉我们，香水一
定不能喷过量，过香则臭。

酸笋中的半胱氨酸和色氨酸被大量
消耗，最终产物硫化氢和粪臭素的累
积，导致了其浓烈的气味。再加上螺蛳
粉加工过程中热、辣结合，使得各种气

味物质加速挥发，让人在吃完之后，仍
余下“绕梁三日的微醺”，欲罢不能。

虽然酸笋对于螺蛳粉的臭味贡献颇
大，但螺蛳粉的味道肯定不是一两种物
质的组合，事实上每种发酵食品的特殊
风味都是由数十种乃至上百种挥发性物
质混合而成的。硫化氢 （或其他巯类）
以及粪臭素只能解释其中的一部分臭味
的来源。螺蛳粉中尚有多种醇类、醛类
和酸类等物质对其气味有贡献。

臭归臭，但腐臭的味道，对于进化
早期的原始人类来说，可能反而是一种
香味。

在自然界中，腐臭大多是来自于微
生物的发酵。经过微生物发酵的食物，
由于微生物已经帮人“预先”消化过
了，会比原来的食物更容易消化和吸
收。例如发酵豆腐乳的过程，就是利用
毛霉分泌的蛋白酶，将豆腐中的蛋白质
分解为小分子的氨基酸，更有利于人体
的吸收。也就是说，同样都是蛋白质，
人体对豆腐乳的吸收利用率要高于直接
吃豆腐。与此类似，其它的发酵类食物
大多也含有较多氨基酸。而发酵则未免
与臭味物质联系起来，所以臭味也是一
种营养的标志物。人们对于酸笋、豆汁
儿、霉苋菜梗、臭豆腐、臭鳜鱼、鲱鱼
罐头等臭味食物的钟爱，很可能是因为

“食臭”早已写在了人类祖先的基因里。
（来源：科普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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