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谣言：很多人一发现肿瘤就是晚
期，年年做筛查没用。

专家：胡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普胸外科主任）

真相：筛查很重要。一些朋友认
为年年体检筛查没有用，就算平时体
检正常，还是会“突发癌症”，而实际
上也确实有些病例，一经发现就是癌
症晚期。

但这绝不意味着体检的时候，做
适合自己的筛查没用。主要原因有
以下几点：首先，肿瘤种类很多，有
些肿瘤位于身体深处，一般体检发现
不了，一段时间内可能也不会使人感
到不适。其次，有些肿瘤则发展速度
较快，几个月内就可能发展到晚期，
一年一体检确实难以发现。还有些
肿瘤早期症状容易跟其他良性疾病
混淆，这样也不容易及早检查出来。
但是对常规肿瘤还是有不少有效的
筛查手段的，比如肺部低剂量螺旋
CT、乳腺钼靶、结肠镜、人乳头瘤病
毒（HPV）及 宫 颈 细 胞 学 检 查 等 ，不

同人群可遵医嘱在体检时加入合适
的筛查。

谣言：自来水有氯，直接用自来水
蒸煮东西会致癌。

专家：耿刚（内蒙古中医医院主任
医师）

真相：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自来
水中有氯并不代表就会导致癌症。

一般自来水经过氯气杀菌后，的确
会留下部分余氯，主要是游离态氯以及
较为稳定的化合性氯，然而这个量相当
低。根据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22的规定，自来水出厂时余
氯含量浓度范围为 0.3mg/L—2mg/L，
自 来 水 管 线 末 梢 余 氯 浓 度 范 围 为
0.05mg/L—2mg/L，只 有 达 到 以 上 标
准，才能保证持续杀菌、消毒，确保水
质安全。可见自来水中的余氯是很微
量的，是在安全范围内的，更何况目前
尚无足够资料证明氯是人类致癌物，因
此，大家没有必要过于担心自来水中余
氯的致癌问题。

谣言：鸡蛋煮老后有层“黑膜”，吃
了会致癌。

专家：武爱文（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胃肠肿瘤中心主任医师）

真相：不必过分担心。这种有“黑
膜”的蛋黄只是不易被人体吸收，但没

有毒，偶尔食用更不会致癌。
鸡蛋“黑膜”的主要成分是硫化亚

铁。这是因为，鸡蛋在长时间加热过
程中，蛋白质中的氨基酸会被分解，进
而产生硫化物。蛋黄中富含活跃的铁
元素，硫化物与铁元素反应会变成硫
化亚铁，而硫化亚铁则会使原本金黄
色的蛋黄就变成了青灰色甚至是黑绿
色，颜色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煮的时间，
煮的时间过长蛋黄容易变色，口味也
欠佳。

硫化亚铁本身无毒，在胃酸的作
用下可能会分解产生硫化氢（臭鸡蛋
的气味），硫化氢虽是一种有毒气体，
但有研究表明，一定量的硫化氢可扩
张血管并保护胃肠黏膜，并且硫化亚
铁能产生的硫化氢很少，远难达到会
产生剧毒的量。

谣言：恶性肿瘤穿刺千万不能做。
专家：徐泉（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

医院胰胃外科副主任医师）
真相：穿刺活检能够帮助医生判断

肿瘤的性质，对于医生决定采用何种治
疗方式非常重要，也是化疗、放疗等开
展前必须要有的诊断依据。试想，在没
有搞清楚这些问题前贸然开始治疗，有
可能是危险甚至错误的。

目前，直接穿刺进肿瘤后再拔出体外
的做法逐渐被淘汰。现在的穿刺针设计
得就像圆珠笔一样，用笔芯取到肿瘤组
织，然后缩回到笔筒里，一同退出体外，有
效避免了恶性细胞的外漏。即使通过穿
刺针带出来极少量肿瘤细胞，也会随时被
自身免疫系统消灭，从而阻止肿瘤的形
成。从理论上可以负责任地讲，现在穿刺
技术不会导致肿瘤转移的情况发生。

乳糖不耐者
竟能通过牛奶预防糖尿病？

□ 科普时报实习生 王雨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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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女儿确诊多动
症，已准备入院治疗，多动症相关话题随
即登上微博热搜。据报道，我国超2300
万儿童和青少年患有多动症。那么，什
么是多动症？

郑州人民医院儿童健康发展中心
主任苗萍告诉记者，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俗称“多动症”，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神经
发育障碍，其主要症状是注意力不集
中、多动冲动和自控能力差等，部分患
儿伴有认知障碍和学习困难。

孩子活泼好动，并非都是患有多动
症。如何判断孩子到底是调皮还是多动
症？“如果孩子是调皮、活泼好动，他在遇
到感兴趣或新鲜事情一般可以安静下
来，较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在陌生、严肃
的环境中，孩子能很好地克制行为，不乱
吵闹，行为也有目的性。”苗萍说，患有多
动症的孩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很难
集中精力，行为冲动、无计划，很难坚持
到底。他们情绪不稳定、缺乏耐心。大
部分多动症患儿在运动能力与语言逻辑
能力上也会差一些。

多动症能治愈吗？苗萍介绍，从临
床随访情况看，随着年龄的增长，部分
多动症患儿可自己痊愈，但多数患儿的
症状将延续至成年，影响孩子的成长。

苗萍提醒，即使孩子确诊患有多动
症，家长也不必过于焦虑。早发现、早干
预，通过医生、家庭、患儿、学校或幼儿园
等多方面配合，采用药物治疗、心理支
持、行为矫正的综合治疗措施，能够帮助
孩子融入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怎样判断孩子
是调皮还是多动症
□ 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王文洁

不必谈癌色变 让科学跑赢“瘤”言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中国自古就有把牛奶视为滋补
佳品的诗文可循。陆游《幽居即事
九首》曾言：“硙落雪花，修绠汲牛
乳。”但中国人与牛奶之间的关系似
乎并不总是和谐的，喝了牛奶拉肚
子、胃胀气的大有人在。数据显示，
中国乳糖酶不足的人群高达59%—
75%，大部分国人无法消化奶制品里
面的乳糖。

近日，《自然·代谢》期刊上发表
的一篇健康研究论文显示，饮用更多
牛奶可降低乳糖不耐症个体患2型糖
尿病的风险。也就是说，牛奶摄入会

改变这类人群肠道微生物组特定菌
种和循环代谢物的水平，且这一结果
仅在乳糖酶缺乏个体中出现。

乳糖酶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
rs4988235基因型决定了一个人成年
后是否能持续表达乳糖酶。不能持
续产生乳糖酶，很多情况下就会出
现人们常说的“乳糖不耐”。乳糖是
否耐受是量的问题，程度轻重在每
个个体身上的表现都不一样。对大
多数中国人来说，只要不在短时间
内大量喝牛奶，通常并不会有什么
症状。如果喝牛奶的同时，吃一些

面包、点心等淀粉类的食物，相应的
症状几乎察觉不到。

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
院、中国苏州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科
学家组成的团队，随访时间中位数
为6年，他们分析了西班牙裔社区健
康研究/拉美裔研究的12653名受试
者的宿主基因型、肠道微生物组和
血液代谢物水平。团队通过两次24
小时饮食回顾和一次食物倾向问
卷，评估了受试者的牛奶摄入。团
队在非持续产生乳糖酶的受试者中
发现，牛奶摄入每增加一人份(即一
杯液体牛奶)，与 2 型糖尿病发病风
险降低约30%有关。

综上所述，牛奶摄入或能帮助
乳糖不耐人群预防2型糖尿病。如
果对乳糖比较敏感，也可以考虑循
序渐进，慢慢增加乳制品的摄入量，
让肠道微生物逐渐适应乳糖，避免
因为突然大量摄入乳糖引发不良
反应。

此外，论文作者还表示，研究人
员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喝牛奶和2型
糖尿病患病风险降低之间的因果关
系。此研究虽然排除了饮食的相关
影响，但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仍然
存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AIAI制图制图

编者按 2月4日是世界癌症日，由国际抗癌联盟（UICC）于2000年
发起。生活中，总有一些“瘤”言蜚语左右我们冷静的判断，令人谈“癌”
色变。但在医生眼中，癌只不过是我们体内一部分变得异常聪明、顽强、
狡猾、邪恶的细胞。今天，《科学辟谣》邀请行业专家用科学与事实对肿
瘤谣言进行辟谣，让公众对谣言的产生能有系统认知，并内化为自觉抵
御谣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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