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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小苏打饿死癌
细胞”的新闻见诸媒体。喝苏打
水治癌症的说法已经不胫而走，
照此趋势可以预见苏打水很快
将成为全民畅饮的“神水”。但是，
很快就有多名专业人士出来辟
谣，“千万不要以为喝点苏打水、
多吃点小苏打发的馒头就能治
疗癌症了”。面对舆论的热议，浙
江大学的研究人员不得不出面
澄清，他们的研究只是代表了一
个治疗肿瘤的新理念，有理论上
的意义，但离终极目标还很远。

经过不断科普，这个令人震
惊的“大新闻”终于恢复了原来
面貌。但是，从这个被过度渲染
的新闻也可以看出，需要反思的
不仅仅是那些试图通过喝苏打
水吃发面馒头治疗癌症的人，还
有更多毫无科学常识却又热衷

传播科学发现的人。在科学素养
欠缺的社会里，科学一不小心就
会成为“神学”，被一些人用来忽
悠大众甚至牟取利益。

根据浙江大学研究人员的
说法，他们采用的方式是把碳酸
氢钠通过肿瘤滋养血管注入瘤
体，改变肿瘤内部的PH值，用碱
来去除肿瘤内的氢离子，就可破
坏乳酸根和氢离子的协同作用，
从而快速有效地杀死处于葡萄
糖饥饿或缺乏状态的肿瘤细胞。
这种解释虽然已经很通俗，但是
对于缺乏基本常识的媒体人来
说，很容易理解成一包小苏打就
可以“饿死”癌细胞。一个长期困
扰人类的绝症就这么简单地被
攻克了！于是，这个发现就挑起
了大众的兴奋，很多人猜测中国
会不会很快又出一个“屠呦呦”。

其实，在“喝苏打水治癌症”
被广泛传播之前，民间早有类似
的“偏方”，只不过以前都属于

“民间科学”，而这次借着科研机
构的科学发现，戴上了“官方科
学”的帽子。现在，一些偏方或保
健品打“科学牌”已经创造了很
多商机。日前，有媒体卧底调查
某保健品销售现场。一种所谓的

“酶法多肽”口服液被销售人员
吹得神乎其神，还当场用牛蛙心
脏做了试验，一个放在”酶法多
肽“药水中的牛蛙心脏跳动了五
十分钟。这个“奇迹”一下子就征
服了很多人。但生物学教师说，
把牛蛙心脏放入生理盐水中至
少可以跳动三个小时。普遍存在
的科学素养欠缺不仅导致科技
新闻没有科技含量，还催生了伪
科学的流行。当前，保健品市场

乱象丛生，从根源上讲既有监管
部门的管理问题，更有普通大众
的知识欠缺问题。

科学原本不分“官方”和“民
间”，但是“官方”科普太少，形形
色色“民间”科普就会乘虚而入。
从科研发现一再被误读，到保健
品市场“神药”“神水”不断涌现，
都可以看出如果科学常识不
能被大众所掌握，正在成为科
学大国的国度也会出现很多
荒诞不经的科学笑话。现在，
国家已经有了用来探测宇宙
边缘的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
镜，而老百姓很多还是科技

“睁眼瞎”，这样的反差就太强
烈了。这次，很多专业人士纷纷
出来辟谣是个好事，也希望有更
多的科技精英为真正的科普做
出更多的贡献。

科学大国不该有太多的科技“睁眼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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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靠专项打击治不了“个人信息泄露”

吴江

自今年4月公安系统开展打
击整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
罪专项行动以来，已累计查破刑
事案件12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300余人，其中抓获银行、教育、电
信、快递、证券、电商等行业内部
人员270余人，网络黑客90余人。

毫无疑问，这样强有力的专
项打击很见成效，也很有必要。
但是，仅靠这样的专项打击显然

不足以真正解决个人信息泄露
问题。

从银行客户经理，到通信公
司软件工程师，甚至快递公司仓
管员，都可以成为个人信息泄露
的内鬼，恰恰暴露出个人信息漏
洞的风险比比皆是，防不胜防。但
是，对于个人信息泄露的追查其
实并非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个人信息泄露的防护关键
在于源头控制。当大小网站甚至
APP都要求用户注册各种身份
信息时，这些运营者是否有掌握
用户个人信息的必要，又是否具
备用户信息保护的技术能力和

监管手段，显然值得追问。在这
方面，国外也曾有相关经验。例
如，韩国曾发生过大规模网民信
息泄露事件，此事引发了韩国对
网络信息注册的反思。此后，出
于保护网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的考虑，韩国政府要求个人或企
业使用用户身份证信息需要事
先获得政府批准。美国甚至对政
府的信息收集都有严格规范，任
何一个部门如果要向社会收集
数据，必须得到信息管制办公室
的批准，公民对于缺乏“信息收
集许可号”的信息搜集，有权拒
绝填报。

只有当必须的时候，才进行
个人信息注册和登记，理应成为
信息管理的惯例。而约束了个人
信息搜集的入口，不仅降低了泄
露的可能与风险，也让公民个人
信息泄露的追责成为现实。但
是，国内的网站和平台无论是否
必要，动辄要求网民实名登记，
这种不加约束地对于公民个人
信息的搜集和获取，不仅加大了
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增大了监
管的难度，甚至本身就有点不怀
好意。

除了加强个人信息的源头
管控之外，更需真正从技术手段

上加强对于客户信息保护的有
效监督和管理，真正做到让客户
信息泄露责任可查可究。例如，
通过技术手段对读取留存个人
信息的行为进行记录和追踪，并
严控个人信息的接触与读取权
限。此外，个人信息泄露的后果，
包括责任人与信息管理部门的
追责与赔偿机制，同样需要明确
的法律规定。唯此，侵犯个人信
息犯罪才不会“野火烧不尽，春
风吹又生”，个人信息泄露也才
不会成为网络时代之“癌”。

从科研发现一再被误读，
到保健品市场“神药”“神水”不
断涌现，都可以看出如果科学
常识不能被大众所掌握，正在
成为科学大国的国度也会出现
很多荒诞不经的科学笑话。现
在，国家已经有了用来探测宇
宙边缘的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
镜，而老百姓很多还是科技“睁
眼瞎”，这样的反差就太强烈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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