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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量用糖会致命？

据英国媒体报道，长期过
量使用含糖食品是一种慢性
自杀，每年在世界范围内导致
3500万人死亡，专家称，“糖是
一种慢性毒药，其销售要如同
香烟和酒一样加强监管”。专
家警告说含糖食品和饮料将
导致肥胖、心脏病、癌症和肝
脏疾病。

在新一期的《自然》杂志
刊登了一篇《糖致毒的真相》，
专家补充说，过量使用含糖食
物是一种慢性自杀。文章指
出，全球范围内的肥胖比营养
不良引起的问题更严重，含糖
食品不仅导致肥胖，而且还改
变身体的新陈代谢、引发高血
压、导致激素分泌失衡以及损
害肝脏。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如
同过量饮酒。

加州大学的儿童肥胖专
家称，如同酒精一样，糖被大
范围使用，很容易滥用并对社
会造成危害。并指出，教育儿
童注意饮食和加强锻炼，很难
收到成效，关键在于税收和进
行限制。研究建议对碳酸饮料
进行双倍征税，并对学校的自
动售货机和小吃店严管。文章
还指出，过去50年糖的消费量
增长了三倍，全球范围内肥胖
的人比营养不良的人更多。

不过，有专家撰文指出，
只有在不切实际地使用糖时，
糖才会成为一种毒药。代表英
国食品和饮料工业的芭芭拉·
格拉尼在食品和饮料联合会
指出，需要采取其他行动来治
疗心脏病和其他疾病，而不是
单单把注意力集中到糖身上。
造成这些疾病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妖魔化食物成分不利于
消费者建设合理的饮食。身体
健康的关键是平衡的和多样
化的饮食方式。

“打喷嚏”不一定是“感冒”

大家都明白打喷嚏不一定就
是感冒，不过因此担心也是人之常
情，这就需要全面“诊断”各种征兆，

不能只因为几个冷天就
断言地球要“得”小冰河
期这个“大感冒”。

针对欧洲个别地区
百年不遇的低温，世界
气象组织发言人纳利斯
4日表示，去年整个12月
和今年1月份的大部分
时间里，欧洲整体气温
较往年偏高，“因此我们
不认为这次寒潮能创低
温纪录。”

欧洲今冬也并非最
冷。世界气象组织专家
认为，欧洲等地区的严
寒天气将持续几天，但
对比一下2009年至2010

年那个冬季就会发现，当时寒潮
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而2006

年冬天，情况也比今年严重。因
此，当前的严寒天气并不意味着
今冬是欧洲最冷的冬天。

对整个地球来说，当前欧洲
一些国家的冷天连“喷嚏”都算不
上。如果只看北美的天气，恐怕人
们只会想到全球变暖，冰河期一
说显得滑稽。

媒体演绎出来的“冰河期”

了解英国媒体的人都清楚，
《每日邮报》惯常使用耸人听闻的
标题。它在1月29日刊登的文章，没
有一处直接引语中有“冰河期”这
个词，而是文章作者本人写道“我
们可能甚至会走向一个小冰河
期”。就在文章见报当天，英国气
象局就迅速在网上发布了一篇官
方博客，反驳这篇文章中的“多处
错误”。英国气象局认为，现在的
寒冷不能用来否认全球变暖。

严寒，气候变暖的恶果

对于当前寒冷天气引起的“冰
河期”炒作，让人想起2010年年底的

“千年极寒”事件。当时一些媒体也
是“据外媒报道”而宣扬那年年底
要出现千年极寒，甚至引起了一些
股票价格的波动，但到最后根本就
找不到说这话的机构和专家，世界
气象组织将其指为臆测。

事实上，欧洲严寒天气已经
连续多个冬天，却未能改变全球
变暖的总体趋势。报告显示，在全
球最热年份榜单上，前13位都出
现在过去15年中。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
的研究显示，由于气候变暖，北极
冰盖的体积在近30年里减少了20%。
极地海洋一旦缺少冰层覆盖，其海
面相对温暖的空气就会向寒冷的
高空移动，影响极地大气循环，其
结果是极地冷空气在高压系统推
动下，向北半球大陆地区进发，导
致当地气温骤降。正是“暖”，导致了
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这才是我们
必须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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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谬误的“常识”

革革原原来来如如此此

男性其实可以更慷慨

被误读的严寒

科科学学探探秘秘 革革大大千千探探奇奇

英国一个研究机构邀请65名男
性和65名女性参与一个游戏，他们在
游戏中会时常面临公益捐款的场景。
结果显示，与只有男性在场时相比，
男性在有漂亮女性在场时的捐款数
额要多得多。但女性却没有出现同类
现象，无论是否有男性或女性在场，
捐款数额基本稳定。

心情不佳也会腰疼

革革见见多多识识广广

读者可拨打互动热线：0535-6905532参与竞
猜。每期我们将抽取十十位答对的读者发放纪念
奖。读者可到本报领取奖品，外地读者不负责
邮寄。地址：芝罘区环山路润利大厦1606室。领
奖时间：每周日到周四下午。本期奖品：近期上
市精品图书一本

本期问题：
1 .好料多“磨”，摇动上端类似于转笔刀的把手，
便能将“好味道”亲手“造”出来！提示：厨房
2 .一大坨的云朵造型，漂亮又干净。开学了，把它
当做礼物送给孩子再适合不过了！提示：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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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答案：1 .过滤器 2 .线路收纳夹 3 .酒瓶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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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新知

生活中有很多关于身体的常识，几乎都是妈妈言传身教的，诸如“体毛越剃越浓”，“在暗
处看书会看坏眼睛”等。但你是否对此有过质疑？最近，美国“生活黑客”网站刊文介绍了关于
人体的几个“误识”。原来，经常剃掉体毛并不会让体毛越剃越浓密，而在暗
处看书只会让眼疲劳，不会造成永久性近视……妈妈说的，也不一定就
是对的。

误区1：体毛越剃越浓密

如果体毛真的越剃越浓密，那
么头发稀少的人就有福了，只要常
剃光头，头发不就会越长越多了
吗？这个说法很可疑。

儿童健康专家卜里曼教授就
此表示：“有最新研究证明，这种说
法是错误的。如果你真的感觉毛发
变粗了，那只是由于剃过的体毛尖
端比之前体毛的尖端要粗，所以看
起来好像变浓了。”

误区2：卡路里影响体重

很多减肥套餐都会把卡路里
的摄取量定为减肥时要注意的最
重要因素。其实这点并没你想象的
那么重要。

有研究表明，同样低卡减肥，
多摄取脂肪，少摄取碳水化合物更
有益健康。减肥时更重要的是要均
衡摄取各类营养成分。注册营养师
哈特勒建议：“在人体消化代谢时，
蛋白质比其他营养成分能消耗更
多的热量。蛋白质能延长食物从胃
部到肠道的时间，能令饱腹感持续
更长时间，更有助于控制食欲。”

误区3：每天要睡够8小时

一般我们都会觉得晚上最好
要睡足8小时，其实睡眠时间应该
因人而异。慕尼黑大学的研究人员
发现，“拥有ABCC9基因的人，每晚
所需的睡眠时间远比常人要少。”
所以他们不建议所有人每晚都要

睡够8小时。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

人员则通过在猴子身上做实验，发
现一种名为OrexinA的物质可以抵
御睡意，鼻子里喷入OrexinA的猴
子，其保持清醒状态的时间比喷入
同剂量安慰剂的猴子要长。

误区4：在暗处看书会近视

很多人小时候都被妈妈提醒
过“不要在暗处看书”。但卜里曼教
授称，“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看书，的
确会引起眼睛疲劳，但不会对眼睛
产生永久性的伤害(包括近视)。”所
谓“在暗处看书会近视”只是一种

“假说”。要知道，光线明亮的电灯
只是近代才发明的，几百年来近视
的人却越来越多，近视当然不能只
归咎于光线不够明亮。

误区5：人体代谢慢会发胖

人体新陈代谢快，能消耗更多
的热量。因此人们容易认为，“那些

身材苗条、健康的人新陈代谢通常
都比较快”。其实这不一定符合事
实。

从事肥胖研究的李维博士对
体重较重者和较轻者的身体新陈
代谢情况做了对比实验，结果显示
前者的代谢更快。李维博士表示，
人体的代谢快慢是与体重成正比
例的。李维博士建议，减肥者要从
生活习惯中多找原因，如是否久坐
不动、运动不足、减肥方式不科学
等，而不是归结为“代谢得太慢”。

误区6：叫醒梦游者很危险

坊间盛传，叫醒梦游者是很危
险的。其实，不叫醒他会更危险。梦
游者不能分辨方位，会随处行走，
很有可能会撞上墙壁或跌下楼梯，
面临的危险远比清醒者更多。纽约
大学睡眠障碍中心理事克里吉博
士表示，对梦游者最好的处置方
法，是引导其回到床上。若引导不
顺利，就有必要叫醒对方。

7亿
据数据显示，全球约有7亿成年

人共有一个愿望——— 永久移民别国，
其中2 . 1亿人向往欧洲国家，1 . 65亿人
选择美国，4500万人选择加拿大及
1000万人选择新加坡。
10分钟

英国一项调查显示，1/4的夫妇
每天交谈时间不足10分钟。40%的调
查对象承认，因为上班太累，下班回
家后不愿意再耗费精力做饭。2/3的
调查对象说，相比与伴侣在家共同生
活，他们更享受用这些时间独自上社
交网站。
9750亿美元

2月3日，距离已故美国总统肯尼
迪发布的对古巴的经济、贸易和金融
封锁已经整整50年。如果考虑到美元
对金价的贬值，封锁对古巴造成的损
失估计达到9750亿美元。
10多亿人

2月3日，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理
事会主席吕克·居尤表示，世界人口目
前为70亿，尚有10多亿人还吃不饱饭，
但是目前30%的粮食都被浪费了。

人类与狗的友谊

心理学家最新完成一项研究显
示，如果一个人对工作很不满意，那
么腰痛康复时间就会更长。研究人员
表示，单凭患者一些相关心理和社会
因素，无需进一步诊断也足以预测其
康复期长短。因此要缩短腰痛康复时
间就必须放松心情。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研究人员
日前分别从比利时和西伯利亚地区
出土的两个距今至少3 . 3万年前的狗
头骨中发现，狗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
是人类的忠实伙伴了。研究人员称，
这两只狗的鼻子较短、下颚较宽，而
如狼一般的野生动物则需要用细长
的鼻子和较窄的下颚捕捉猎物。这表
明我们的祖先早就开始驯养狗，以抵
御危险、排遣寂寞。

就在中国热议“倒春寒”之际,
全球多个国家近日均遭遇极寒天
气的袭扰。近期,“冰河期”、“全球变
暖逆转”等颇具轰动效应的词语被
一些媒体频频使用,以此“解读”极
端天气。事实上 ,当前的寒冬并非

“最冷”,有关用词并不科学,而天冷
可能使人们对全球变暖的误会进
一步加深。

蚕茧可做心肌“支架”

德国研究人员发现，某些蚕茧制
品可作为“支架”，供心肌细胞生长，
从而实现受损心脏组织再生。人类心
肌细胞受损后，一般不会再生。一些
研究人员考虑在实验室中培养人工
心脏组织，替代受损心肌。但这需要
找到一种立体“支架”，供心肌细胞

“安家”。科研人员发现，用一种印度
蚕茧制成的硬币大小的薄片可以充
当“支架”角色，这种蚕茧表面具有蛋
白质结构且较为粗糙，有利于心肌细
胞“落户”。这一新发现虽令人振奋，
但谈及临床应用却为时尚早。

新型节能灯泡：

亮度等同100瓦灯泡
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制造商

Switch研发的新一代液体冷却式灯
泡，只需一小部分电量，就能发出与
100瓦灯泡一样明亮的光。这款正在
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
展出的灯泡，打算以每盏24英镑的零
售价打入市场。该公司的首席战略官
布雷特·沙恩沃说：“这款灯泡不同之
处在于它使用的能量比白炽灯少
80%。却能产生与白炽灯一样的光。”

本期奖品：

《张艺谋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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