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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播 ” 带 货 背 后 隐 藏 着 哪 些 心 理
□□ 赵 铮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受众基数扩大，
直播带货成为优势产业，其中，“吃播”已
成为一个重要的垂直领域。

“吃播”，顾名思义就是吃饭直播的意
思，原是2013年在韩国兴起的一种网络真
人秀，这种全新的真人秀，是韩语“吃
饭”和“直播”两个词的组合。

起初，“吃播”只是一项娱乐性活动，
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直播的低门槛、
低成本特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吃
播”的行业，内容也从简单的吃饭，逐渐
扩展出测评、社交、引导消费等多重功
能，带货就是其中最核心的一环。

相较于直播的其他领域，“吃播”具有
很好的大众传播基础。如今，食物的精准
化选择、品牌认可和养生观念植入，使公
众对吃什么、怎么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大批“吃播”博主的出现，恰好满足了
公众在此方面的需求。

虽然每位“吃播”博主具有不同的特
点和风格，但所有能够带货成功的“吃
播”博主们都具有共同点：和用户建立一
种稳定的沟通交互关系。

直播平台中，“吃播”节目和“吃播”
博主数量庞大，用户对节目及主播的选择
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双方最初建立的关系
十分脆弱，要使用户实现观众到粉丝的转
化，必须强化双方之间的连接，使用户将
偶然性的尝试观看变为习惯性、稳定性的
行为。在转化过程中，基于情感的交互可

以提升用户对主播的信任度，“吃播”博主
不再仅仅是一个展示自己如何吃饭、推销
货物的“工具人”，而需要投入更多的情感
与互动反馈，使用户的多方需求得以满
足，进而建立信任，而直播平台恰好为

“吃播”博主和用户的实时互动、快速反馈
提供了技术支持。

此外，用户会因为交互过程中的情感
投入生成对主播的认同感，成为固定观众
群乃至消费者。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
斯在互动仪式链理论中提出：情感能量是
人类交流互动的核心。“吃播”节目的陪伴

作用恰好揭示了主播与用户之间的情感连
接。用户一旦对“吃播”博主建立了信任
关系与情感连接，他们带的货，自然也就
成为了信任的一部分。

网络“意见领袖”，是近年来在互联网
平台新兴的一个群体，指在网络环境中活
跃于人际传播网络，常为他人提供信息、
观点或建议并施加影响，具有专业性、产
品涉入度、交互性、知名度等特征。

虽然，直播镜头前的“吃播”博主数
量有限，一般为一两个人，但这些看似单
打独斗的“吃播”博主背后基本都有专业

的运营团队。平台会有意打造“意见领
袖”，提供专业评测及知识，以满足用户不
同的消费需求。

一项采用心理学认知主义的SOR （刺
激-有机体-反应） 模式研究表明：网络

“意见领袖”，通过信任、感知风险 （指对
购买结果的不确定性及购买结果造成损失
程度的主观认知） 和感知价值 （指消费者
基于感知收益和感知成本对产品效用的总
体评价），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感知风险与
感知价值，且感知风险负向影响感知价
值，进而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

此项研究结果还表明，对网络“意
见领袖”的信任是消费者评判网络“意
见领袖”推荐产品的重要基础。但消费
者从接受来自网络“意见领袖”的外部
刺激，到产生购买意愿的中间过程具有
复杂性，对消费行为的风险评判和价值
评估是影响消费者是否“掏腰包”的关
键因素。

假设我们是一位“吃播”博主的“铁
粉”，他直播推荐的所有东西，我们都会全
部买下吗？是不是仍要思考一些诸如“这
个产品我需要吗？产品的价格我是否负担
得起？它到底能够发挥多久多大的实用价
值？”等最基本的问题。

所以，消费与否，最终取决于我们自
己，理性思考，就可以避免一切冲动消费。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网络科普部工
程师）

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中，有很多
肉眼看不见的物质，比如细菌、病
毒、PM2.5等。人们每天都会通过
皮肤碰触、呼吸、饮食等方式与这
些物质产生接触，或者直接把它们
带入体内。

在这些肉眼看不见的物质中，
部分对人体是有伤害的，然而大多
数情况下，人体并没有因为受这些
物质的影响，而表现出异常状态。
这一切的背后，主要依靠的就是人
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它们相当于是
人体内部的警察，时时刻刻为我们
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就以新冠病毒入侵为例，来说
明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帮助我们战胜
病毒的全过程。

人体的免疫系统一共设立了三
道防线，保护着身体组织和各个细
胞的正常运行。

第一道防线就是覆盖了人体各
处的皮肤，它是我们隔离外界的天
然屏障，而且皮肤分泌出的汗液，
也有强大的杀菌消毒作用，能够阻
挡新冠病毒的侵害。在疫情中，我
们出门戴口罩、回家勤洗手的防疫
措施，就是在加强自身的第一道免
疫防线，将病毒拒之体外。

第二道防线是分布在人体各处
的不同种类的白细胞，它们是人体
内部免疫系统的主力军，而且每天
都在身体内部进行巡逻检查，本着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则和
“绝不放过一个”的负责任态度，
随时准备着将那些侥幸进入人体内
部的有害物质清出体外。

当新冠病毒突破了人体的第一
道免疫防线，进入身体开始感染细
胞的时候，人体内部的白细胞就能
及时发现异样，通过产生分泌物，
破坏病毒的基本结构，对抗病毒在
身体的继续扩散和感染。

刚刚提到的前两道防线，是人
体的常态化作战力量，不论是普通
的流感病毒、还是新冠病毒都能进
行阻止和出击作战。

而如果新冠病毒的入侵来势
凶猛，人体的前两道免疫防线没
能在短时间内将病毒消灭制服，
人体就要启动第三道防线，这可
是一支高度专业化的高效精英作
战部队。

这第三道防线就是人体淋巴结
中的T细胞和B细胞，它们分布在
人体各处的淋巴结中，是人体免疫
系统的精锐部队。

当淋巴结收到新冠病毒大面积入侵的消息
后，首先会组建一支由T细胞构成的特种作战军
团，大批进驻受感染区域，在作战现场根据病毒
的具体特征制定作战方案，一招制敌。

而在T细胞与新冠病毒正面作战的同时，其中
有一小部分T细胞以携带新冠病毒的身份特征信息
返回淋巴结，把病毒信息交给B细胞。B细胞在得
到病毒特征信息后，就会快速研制出一种高效的杀
毒武器——抗体，并迅速释放到身体各处。这个抗
体是专门针对新冠病毒的，能够像导弹一样自动追
踪新冠病毒，让它在人体内无处藏身。

当然，在人体的免疫系统对抗新冠病毒作战
的时候，也会给人体带来发热、干咳、红肿等很
多不适的感受。在我们现阶段的防疫形势下，当
人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千万不要一个人扛
着，而是要到医院积极寻求医生和护士的帮助，
借助专业的医疗设备和药剂，为免疫系统，尤其
是T细胞和B细胞争取时间、提供能量，直到完
全战胜新冠病毒。

至此，这场人体免疫系统与新冠病毒的大战
宣告结束，而在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各类免疫
细胞，也大都功成身退，逐渐回到日常工作状
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第三道防线会留下一
小部分有对抗新冠病毒作战经验的T细胞，以及
B 细胞生产的抗体，对新冠病毒形成终身记忆，
如若新冠病毒胆敢再次来犯，直接启动第三道免
疫防线进行高效精准打击，短时间内迅速将其剿
灭。健康人体所注射的疫苗，也正是通过刺激第
三道免疫防线，让我们在不患病的前提下，对新
冠病毒产生记忆和识别，进而形成对新冠病毒的
终身防护。

（作者系北京东方汇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部总监，多年从事人工智能科创教
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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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自7月中旬第三波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8月份开始一直保
持着二位数的新增病例，虽然疫情趋缓，
但仍未得到彻底控制。

8月7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两周内
实行自愿全民核酸检测，随后几日陆续公
布了更详细的“普及社区检测”“健康
码”计划。

在真正实施全民核酸检测之前请专业
人士为市民指导，让市民对核酸检测的原
理与取样方法提前有所了解，会有助于提
升核酸检测率。

至于检测方法，主流有抗体检测与核
酸检测两种。然而抗体检测极易因人体免
疫系统对病毒的反应具有延迟性而出现假
阴性，因此核酸检测便是首选。

核酸是生物细胞中最基本的物质之
一，对生物的生长、遗传、变异等现象都
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其他生物一样，新冠
病毒也有其特定的核酸序列以及DNA序
列。

针对新冠病毒核酸序列及DNA序列
的不同，美国科学家于 1984 年发明了

“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 ”方法，如今
此方法在生物化学领域已经十分普遍。具
体做法是：把这个基因序列扩增后，如果
是带有病毒的患者，会检测出荧光信号增
强，这样就可以显示阳性的结果；如果核
酸检测没有病毒的样本，因为没有靶基因
扩增，就检测不到荧光信号增强，这样的
结果就属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

新冠病毒检测取样方法，目前大多数
采取鼻咽拭子、痰标本进行检测。由于新
冠病毒主要通过呼吸系统进入人体，因此
从鼻腔、口腔、喉咙处取的样本说服力

强。虽然理论上拭子检测准确度高于唾液
检测，却因为前者的操作难度要求较高，
需要身着全身防护服的专业人士协助，因
此若要进行大规模测试且由市民自行取
样，则深喉唾液法的优先度更高。

全民核酸检测据说将采取混合取样方
法，即先以较快捷的深喉唾液法做初步测
试，在以咽拭子法双重保证，可有效降低
假阴性概率。

由于此次香港特别行政区全民核酸检
测涉及人力、场地的问题，自行取样也将
是一些市民的首选。具体的取样操作则首
先要确保双手卫生，以咳痰的方式逼出喉
咙深处的唾液吐于取样袋中，或者用棉签
探入鼻咽处获取检测物送至检测处化验。

除了技术和操作上的难点以外，大规
模检测必然伴随确诊人数飙升，也需要做
好物质和舆论的准备，以免引起民众新的
恐慌，同时还需提前做好规划措施，了解
当前的隔离场所是否足以容纳可能飙升的
确诊病例，居家隔离能否适用于确诊者。

（作者系香港大学食品安全和毒理学
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在读硕士）

在很多人仍然将人工智能视为“黑科
技”的时候，它已经悄悄进入我们的生
活，渗透到每一个生活角落。

智能音箱、扫地机器人、语音开关、
智能窗帘……搭载人工智能算法的智能家
居设备，以便捷、舒适的服务占据了很多
人的家庭，成为居家生活的必要元素。

走进银行和医院的大厅，机器人上岗
提供服务愈发普遍；在餐馆为你点菜的可
能是一个人形机器人；在机构登记、办理
业务的时候，只需要轻轻触摸几下屏幕，
即可按照语音引导完成填表流程。人工智
能减轻了服务人员的工作量，使人们在喝

咖啡的间隙轻松完成本来需要站立在堂口
的等待时间。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人工智能的加持
助推制造业快速转型升级。工业机器人代
替人力，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
减少了危险工况的伤亡损失，极大地解放
了生产力。

虽然人工智能见诸各大媒体，成为资
本追逐的目标，政府、其他非官方机构也
乐于见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但以现状
而言，人工智能远未实现质的飞跃。

以上举例，均属弱人工智能，而强人
工智能始终是科技工作者未攻破的一座堡
垒。

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用电脑模拟人脑
思维，试图复制人脑的智能功能。但这要
依赖于对大脑工作原理的深入研究，而对
于刚刚才辟谣“人脑左右脑分开思考”的
认知科学而言，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人工智能的最近一次高潮，是语音识
别和计算机视觉的技术突破，工程师用更
为优越的算法实现了“机器学习”，而近十
年大数据和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进一步

助推了这一技术的发展，从而在无人驾驶
等领域得到了较好的应用，但这始终是基
于某种单一功能进行的开发，未能实现我
们的终极梦想。

纵然理想状态下，我们可以将全宇宙
所有事物完全数据化，但很显然目前地球
上的计算机并不具有完成如此庞杂运算量
的能力。反观大数据应用，指纹、人脸识
别和虹膜识别等，对于人体生理特征的锁
定确实到近乎100%的准确率，但这只是选
择了辨识度高、数据处理运算量相对较小
的典型特征进行处理而已。对于人体的其
他特征，计算机并不能做到像人类一样的
随意观察和辨别，而观察能力还只是最基
础的智能之一，而在这之上的归纳、演
绎、推理等，对于计算机而言更是难上加
难。

可见，通过数据采集实现人工智能对
于弱人工智能是一种有效手段，但对于强
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未实现突破。

要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其产品
的自我意识、道德、伦理、价值判断等智
能需要实现，同时其广泛、灵活变通的创

造力同样需要突破，这就不可避免地回到
了人体神经系统结构与人的认知原理这个
领域。

人脑如此神奇与强大，不仅在于数量
达 140 亿级的神经元数量，更在于其内在
独一无二的协同机制。人体的输入器遍及
身体各个角落，输出器同样遍布各处，而
处理器不止大脑一个，还包括脊髓。在如
此复杂的系统内部，神经信号的传导不按
固定路径，而是随着身体和外部环境的变
化自动调节。人们每学习一项新的知识或
者技能，其神经回路就会改变一次，新建
立的神经回路将记忆固化，完成习得过程。

可见，认知科学、生命科学、物质科
学的结合有助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未来
能够实现飞跃也未可知，值得我们翘首以
待。

（作者系大视野教育集团科技创新教育
事业部策划经理）

人 工 智 能 远 未 实 现 质 的 飞 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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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春暖花开之时，总可以看到黄黑
相间，毛茸茸的小精灵在花丛中“埋头苦
干”。贴近细瞧，你便可以看到可爱的小蜜
蜂正用它小小的口器或吸取花蜜，或从花
的雄蕊上取下花粉，还有不少花粉被它蹭
到了头上。它将花粉梳下，混以唾液和一
部分花蜜，黏合成团块，装入后足上的特
殊结构花粉篮。如此往复数次，蜜蜂便完
成了一朵花的采蜜采粉。当采集足够量的
花蜜花粉后，它便返回蜂巢。

蜂巢是蜜蜂们的家。在这个家中有一
类成员数量最多、劳动量最大，它就是工
蜂。工蜂全部为雌蜂，幼虫期被喂食普通
蜂蜜，成年后受到蜂王分泌的信息素的影
响，没有生育能力。

工蜂中除了我们常见的采蜜蜂外，还有
保育蜂和筑巢蜂。采蜜蜂日常承担采集花粉
花蜜的工作，筑巢蜂承担建筑蜂巢的工作，

保育蜂则要承担起抚养蜂群后代的重任。
当危机来临时，工蜂会奋不顾身地去

面对，用尖锐的尾针刺透来犯之敌的皮
肤，通过尾针将毒囊中的毒素注入敌人体
内。与此同时，工蜂体内的脏器也会因此
与毒囊和尾针留在一起，从而丧命。但是
工蜂们不会因此而退缩，反而不断进攻，
直到把天敌赶跑。

蜜蜂在气温过低时会挤在一起形成一
个球团，位于蜂团中央的蜂王不会受冻，
外围的工蜂却有可能被冻伤或冻死。

蜂群中还有对整个蜂群的后代繁衍起
到重要作用的蜂王。蜂王在幼虫期被喂以
蜂王浆，化蛹成虫以后承担起蜂群中繁衍
后代的重任。而蜂群中的雄蜂是由未受精
的卵发育而来的，只负责在交配期与蜂王
交配，繁衍后代。

蜜蜂为人类贡献了很多美食。蜂蜜是
天然的甜食，可以用来为麻花、面包等食
品增加甜度；蜂花粉因其极高的营养价值
被人们誉为“微型营养库”，可以直接食用

或者泡水喝；蜂胶则具有抗菌和抗癌作
用；蜂毒可以入药，治疗多种疾病。

据科学家研究统计，以蜜蜂储存花蜜的
器官“蜜囊”作为计量单位，一只人工养殖
的蜜蜂要采一千余朵花才能获得1蜜囊的花
蜜。在流蜜期间，一只蜜蜂平均一天采集10
次，每次载蜜量平均为其体重一半，短暂的
一生只能为人类提供0.6克蜂蜜。

据科学家研究结果显示，世界上76%的
粮食作物和84%的植物依靠蜜蜂传授花粉。
如今，我们能吃到多种多样的主食和蔬菜
水果，除了依赖于农民的辛勤劳作和科学
家们对农业技术的不断改进，很大一部分
还归功于这些勤劳的蜜蜂。我们之所以能
够在野外看到多种多样的植物和那些美丽
的花朵，正是因为有这些蜜蜂作为传粉使
者，帮助植物的生命一代代地传递下去。

如今，越来越多的野生蜜蜂因为人为
干涉而从世界上消失。我国某些地域的中
华蜜蜂濒临灭绝，进而导致了依赖于中华
蜜蜂传粉的植物濒临灭绝，同样的惨剧也

在世界各地上演。如果野生蜜蜂大量灭
绝，会导致全球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同
时，植物品种也会因蜜蜂的灭绝而骤然减
少，导致全球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为了保护中华蜜蜂，我国已将中华蜜
蜂列入农业农村部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
护品种名单，同时还设立了多个中华蜜蜂
自然保护区。

当前，全世界野生蜜蜂的生存现状仍
不容乐观，对野生蜜蜂的保护迫在眉睫。

蜜蜂是大自然不可缺少的成员，保护
它们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就是
在保护人类的未来。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
科生）

为 何 首 选 核 酸 检 测 新 冠 病 毒
□□ 田 川

保 护 野 生 蜜 蜂 迫 在 眉 睫
□□ 李嘉乐

虾青素 （astaxanthin），又名
虾黄素、虾黄质，是类胡萝卜素
的酮式含氧衍生物。

天然虾青素属于第四代抗氧
化剂，其效率是β-胡萝卜素的
50多倍、原花青素的150倍、茶
多酚的200倍、维生素E的550多
倍、辅酶Q10的800多倍，被称
为“超级抗氧化剂”。

基于抗氧化作用，虾青素在增
强机体免疫力、抗炎等方面均有明
显的活性，作为膳食补充剂对人体
健康具有很大的潜力和应用价值。

在《湖北农业科学》刊发的
《虾青素的生理功能、生物安全性
及应用潜力》研究发现，虾青素
能显著提高机体免疫功能，这包
括增强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能力。

在增强机体细胞免疫方面，
虾青素可增加自然杀伤细胞的数
目，以消除机体内被感染的细
胞。

在增强机体体液免疫方面，
虾青素可增强体液免疫，提高血
清补体活性，刺激分泌免疫球蛋
白的细胞数量增加，增强机体脾
淋巴细胞功能和特异性体液免疫
反应。此外，虾青素可明显抑制
神经、心血管等系统的炎症反
应。虾青素的共轭双键和α-羟
基酮赋予其超强的抗氧化性。这
些独特的性质使它具有很高的应
用价值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也是
目前虾青素被开发应用的主要方
面。大量人体试验和动物试验已
经证明，天然虾青素是一种非常
安全的类胡萝卜素。

目前，天然虾青素主要来源
于含量极其丰富的淡水藻、雨生
红球藻和法夫酵母等。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于1999年批准其
作为膳食补充剂，并于2009年批
准雨生红球藻虾青素具有12项功
能；欧盟FSA于2008年批准雨生
红球藻虾青素为新资源食品；中
国卫生部于 2010 年 11 月正式批
准雨生红球藻以及来源于雨生红
球藻的虾青素为新资源食品。国
内已通过培育雨生红球藻提取虾
青素。而基于其超强抗氧化性，
虾青素在抗炎、防止紫外线辐

射、抗癌、保护眼睛和中枢神经及缓解亚健康
状态等很多方面均有很好的应用，这些应用方
面的研究均亟待深入。

（作者系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基础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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