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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三亚太阳湾、亚龙湾、三亚
湾、后海等多处热门沙滩频现游客被
水母蜇伤的情况，引发大量关注和讨
论。有人根据游客拍到的照片提出，
这疑似是剧毒的僧帽水母。随后，三
亚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及专家经现
场调查，发现该物种并非僧帽水母，而
是其近亲蓝瓶僧帽水母，毒性较小。
寒假旅游热潮即将到来，在海边戏水
时，该如何识别危险的毒水母？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高级
工程师翟红昌介绍，并非所有水母都
对人类有害，像海蜇之类的还是可口
的食材。安全的水母物种通常具有透
明或半透明的外观，身体呈钟形，触手
很短。而有毒水母的触手中具有一种
被称为刺丝胞的特殊结构，当猎物或
者人类皮肤碰触到其触发机关时，刺
丝胞会迅速打开，其内部物质遇水后
急速膨胀产生高压，将一个带刺的“微
型鱼叉”像子弹一样射出，射中目标后
便会向猎物体内注入混合毒液。

“我国海域最常见的有毒水母是
僧帽水母，一般出现在南海和东海区
域，通常不会单独出现，一旦发现可能
就是大群的活动。”翟红昌说，另一类
立方水母也有剧毒，包括澳大利亚箱
式水母在内共有大约50种，被称为“最
毒的海洋生物”。据统计，死于这类水

母的人数已达 5000 余人，不过我国海
域至今没有发现其存在。

水母属于浮游生物，只要人类不
主动触碰，它们一般不会主动攻击
人。“无论是哪种水母，最好都避免触
摸，因为即使它本身无毒，仍然可能引
起皮肤过敏。”翟红昌提示，由于刺丝
胞不是活细胞，因此水母死亡后其触
手仍然具有毒性，切勿触摸。

翟红昌说，一旦在水中误触有毒
水母，要第一时间回到岸边，防止毒素
引发心梗等紧急状况。在就医前，可
以对伤处进行应急处理：如果有可见

的刺丝，用镊子去除，尽量不要触碰蜇
伤部位，也不要用冰袋或者淡水冲洗，
否则会刺激刺丝释放更多毒素。用海
水进行冲洗并用醋处理伤口30秒钟以
上，可以让毒素钝化。如果身边什么
都没有，尿液冲洗也是一种选择。如
果被毒性更大的立方水母蜇伤，在用
醋进行应急处理后，要尽快到医疗机
构注射抗毒血清。

误触有毒水母如何应急处理
□ 科普时报记者 吴 琼

在生活中遇到好玩有趣的事情时，
人们经常会说：“下巴都笑掉了！”但你可
能不知道，有时候这并不是一句夸张的
玩笑。在一档综艺节目上，某歌手哈哈
大笑导致下巴脱臼，直接被送去了医院，
医生判断他患有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
征。这是怎么回事？

“‘下巴掉了’在医学上被称为‘颞下
颌关节紊乱综合征’，是口腔颌面部常见
的疾病之一。”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主任医
师徐明明介绍，这种病在20—30岁年轻
人中患病率较高，尤其是女性。其具体
症状表现为关节疼痛，张大嘴时会出现
弹响声，咀嚼、说话等功能都会受到极大
的影响。更有甚者，会感到头晕、头痛，
甚至导致耳鸣。

徐明明表示，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就要
注意及时就医：第一，疲劳焦虑时，感觉耳
朵前面疼，嘴张大时更疼；第二，被寒风吹
后，嘴巴突然张不开，关节好像卡住了；第
三，睡觉时有磨牙和紧咬牙关的习惯，早上
感觉脸特别痛；第四，唱歌张嘴过大时就能
听到耳边“咔咔”作响，甚至有疼痛感。

专家表示，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的情
绪的人会更容易出现相关症状，所以放
松心情很重要。平时要避免过度张口和
使用咀嚼肌，减少长时间咀嚼较硬的食
物，如果要食用苹果等体积较大的食物，
建议切成小块进食，而不是直接张大嘴
啃咬。另外应改变一些不良习惯，如经
常托腮、长期单侧咀嚼等。

“这种病临床上以综合治疗及保守治
疗为主，大部分患者都能获得有效缓解，
仅有少部分患者需要手术。”徐明明说。

“笑掉下巴”
不是一句玩笑话
□ 科普时报记者 付丽丽

扫描二维码，了解预
防“笑掉下巴”的方法。

扫描二维码，了解如
何识别有毒水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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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熊猫圈”出现了一个大新闻
——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消息，
以前被当作“弟弟”的大熊猫“和叶”其
实是“妹妹”！消息冲上热搜榜第一，网
友们在震惊之余也有些哭笑不得：大熊
猫怎么还能出现“性别乌龙”呢？就此
疑问，记者采访了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
研究中心副主任钟震宇。

“辨别大熊猫的性别是很复杂
的。”钟震宇说，与大多数大型哺乳动
物两性异形不同，雌雄大熊猫的外观
形态很相似，要靠肉眼辨别其性别是
很难的。再加上大熊猫宝宝在刚出生
时只有100克左右，无论哪个器官看起
来都非常小，就更加难以区别了。通
常，需要根据经验、性格和行为表现等
信息，来综合判断大熊猫宝宝的性别，
但其并非绝对可靠。随着大熊猫宝宝
的成长发育，身体快速长大，器官发育
逐渐成型，雌雄个体的一些特征突显，

此时才能准确地鉴别雌雄。因此，在
大熊猫性成熟之前，出现“性别乌龙”
并不罕见。

对于大熊猫饲养员和科研人员来
说，判定熊猫性别最科学的办法，就是
体检时通过生殖器辨别雌雄。“成年大
熊猫的行为特征也可以用于判断性
别。”钟震宇介绍，在大熊猫交配期，雄
性之间会为了争夺雌性进行激烈的斗
争，雌雄大熊猫的交配行为和姿势差异
明显，雌性交配后会还表现出食欲减
退、活动减少、乳房肿胀等怀孕迹象。

此外，雌雄大熊猫的外观形态虽
然比较相似，但是仍表现出一些差异，
比如雄性个体稍大于雌性，雄性的“黑
眼圈”比雌性更深更大，雄性头骨通常
比雌性更大更宽。而运用科技手段，
通过 DNA 鉴定大熊猫的性别就是最
为严谨的方法了。

作为熊猫界“顶流”花花的亲“弟

弟”，“和叶”一直以来备受网友关
注。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
布的视频中，饲养员谭爷爷解释道，

“和叶”刚出生的时候，性别特征就偏
向于雄性，包括排尿量高、个头大、性
格活泼等，因此被鉴定为“弟弟”。但
随着“和叶”慢慢长大，它的雄性特征
就不明显了，于是研究人员请来专家
采集生物样本，查出三岁半的“和叶”
原来是“妹妹”。

据介绍，熊猫圈曾经出现过多次
“性别乌龙”，“和叶”的父亲“美兰”就
是其中之一。“美兰”出生于美国亚特
兰大动物园，幼年时期它的体型较小、
性格“文静”、面容美丽，被误认为是雌
性熊猫。归国初期，饲养员们为“美
兰”张罗了8只雄性熊猫作为“相亲”对
象，没想到它一个也没看上。后来通
过检测，才确定了“美兰”其实是雄性
熊猫，怪不得当初会“相亲”失败！

一周吃几个鸡蛋更健康？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大熊猫为何出现性别乌龙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2岁生日会上，大熊猫“和叶”（右）与双胞胎姐姐“和花”一起嬉戏。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 摄

扫描二维码，了解
鸡蛋的健康吃法。

“ 一 觉 醒 来 ，花
花、和叶突然就从‘龙
凤胎’变成‘姐妹花’
了？”最近，一场熊猫
界顶流的性别乌龙事
件震惊了所有大熊猫
爱好者，而且类似情
况在熊猫圈已经多次
发生。为什么大熊猫
的性别这么容易被错
认呢？

美国波士顿大学研究团队在《营养
素》上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周吃
鸡蛋≥5个，患2型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
险会分别显著降低28%和32%。这一研
究成果被报道后引发热议，不少网友说，
蛋黄里的胆固醇较高，担心一不小心吃

“超标”了，反而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每周保证吃 5—6 个鸡蛋是最好

的。”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研究员崔亚娟
说。北京大学研究团队的一项研究发
现，每天吃1个左右的鸡蛋，血液中的有
益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更
高，尤其是载脂蛋白A1水平会显著高于
常人；而有害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更少，对心血管起到保护作用。《中国
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也推荐，成年人
每日应摄入蛋类40—50克，相当于每天
1个鸡蛋。

不仅如此，鸡蛋和其他的健康食材
“组队”，对身体的好处会更明显。例如，
如果吃够鸡蛋的同时增加膳食纤维、鱼
类和全谷物的摄入，罹患空腹血糖受损
或2型糖尿病的风险会显著降低26%—
29%。若在此基础上再保证乳制品、水
果和蔬菜的摄入，则会使高血压患病率
降低25%—41%。

不过，吃太多鸡蛋的确会对身体产
生不良影响。202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与每周吃鸡蛋≤6个的参与者相比，每周
吃鸡蛋多于6个的参与者全因死亡率显
著增加 35%，尤其是 BMI≥21.2kg/m2的
人群，受到的影响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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