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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科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冬奥期间天然降雪越多越好？

航天员一到空间站就吃胖了？

口罩消毒残留物会致癌，用前要抖一

抖？

在 刚 刚 过 去 的 2021 年 ， 这 些 打 着

“科学”旗号、结合新闻热点的流言依旧

满天飞，有些曾被辟过谣的旧流言，换个

马甲翻新大行其道，成为被频频转发的新

流言。

前不久，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

市委网信办揭晓 2021 年度“科学”流言

求真榜，全年最具代表性的十条流言榜上

有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多位专家

解读十大流言，并提炼流言背后“混淆概

念 ”“ 成 见 效 应 ”“ 不 当 联 想 ”“ 主 观 推

断”以及“惯性思维”等 五 大 规 律 ， 以

期 传 播 鉴 别 流 言 的 科 学 方 法 ， 提 高 公 众

对科学类流言的免疫力。

口罩消毒残留物会致癌，
用前要抖一抖？

中了“混淆概念”的套路！

过去这一年，新冠肺炎疫情依旧在全

球肆虐，有关口罩的流言也时常冒出来。

入 选 榜 单 的 就 有 一 条 ： 口 罩 消 毒 残 留 物

“环氧乙烷”是一类致癌物质，打开包装

后要把口罩在空气中甩一甩，让环氧乙烷

数值大幅下降，否则会致癌。

“这完全是一种混淆概念的误解。”北

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

康教育系主任、教授、中国营养学会理事

王培玉说。

他告诉记者，医用外科口罩、N95 口

罩大部分会通过环氧乙烷蒸汽熏蒸消毒。

但 在 消 毒 过 后 ， 厂 家 会 等 环 氧 乙 烷 挥 发

后，才进行包装。此外，口罩在进行环氧

乙烷杀菌之后，厂家还会进行环氧乙烷的

检测，出厂口罩必须符合国家标准，也就

是小于 10μg/g。

“环氧乙烷是一种易挥发物质，当口

罩通过多道流程到达消费者手中时，基本

上不会带有造成影响的残留物质。正规企

业生产的口罩，残留符合国家标准，不会

对佩戴者健康造成威胁。”王培玉说，医

生、护士上班时都戴着口罩，也没有产生

有害于健康的报道。

他告诉记者，这一流言中了“混淆概

念 ” 的 套 路 。 有 的 人 用 一 些 看 起 来 很 专

业、高深的科学词汇、看似“高大上”的

伪科学概念炮制出流言，将原本正确的科

学理念进行混淆，如果人们科学素养不足

或不够理性，很容易上当受骗。

“接种新冠疫苗，将导致病毒‘免疫

逃逸’”，这也是“混淆概念”的典型流

言。王培玉说，免疫力是人体的抵抗力，

它通过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对身体外部或

内 部 的 病 原 体 产 生 监 视 或 消 灭 的 作 用 。

“免疫逃逸”可被理解为病原体想方设法

逃避人体免疫系统的监视、攻击，让人体

内已建立的免疫系统“认不出来”，从而

躲避其攻击；或者病原体偷偷藏进细胞里

“休眠”，从而躲过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抗

体的攻击。

“新冠疫苗不会引起‘免疫逃逸’，相

应 地 ， 新 冠 疫 苗 能 够 减 少 ‘ 免 疫 逃 逸 ’。

无 论 是 流 感 病 毒 还 是 新 冠 病 毒 ， 都 属 于

RNA 冠状病毒，而 RNA 冠状病毒的特点

就是容易变异，而‘免疫逃逸’就产生在

病毒变异过程中。”王培玉说。

在他看来，注射疫苗能够减少变异，

因为疫苗注射后人群的感染性降低，病毒

复制、程度降低，变异的概率减少，患者

病情减轻，重症减少，出现“免疫逃逸”

的这种机会就会减少。

“因此，建议大家在没有禁忌症的情

况下尽量接种疫苗，规范的接种第一针、

第二针以及加强针。此外，除了注射疫苗

外，我们常规的公共卫生措施，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避免去人多密集的地方也

很 重 要 ， 因 为 这 些 预 防 措 施 也 能 降 低 感

染，从而减少‘免疫逃逸’的概率。”王

培玉相信，规范的公共卫生措施和疫苗接

种，再加上有效药物的开发，多管齐下才

能最终控制新冠病毒。

核能供暖的热水带有核辐射？

中了“成见效应”的套路！

核能供暖的热水都带有核辐射，如果

暖气管道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这是

一条在 2021 年传播较广的科学流言。

在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

监、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张振华看来，这

条流言中了“成见效应”的套路，对于不

熟悉的科学技术，公众总会从最初的印象

出发得出结论，而这种初印象往往是一种

缺乏科学证据的偏见。

“所谓核辐射，也叫电离辐射。”张振

华说，这种辐射生活中无时无刻都存在，

包括一些天然大理石的材料，也带有天然

的核辐射，还有核电厂的人造核设施也会

有核辐射。

核电厂提供的暖气水会不会带有放射

性呢？张振华分析了核电厂的示意图，它

分 三 个 部 分 ： 一 个 是 核 岛 ， 一 个 是 常 规

岛，还有一个是 BOP 配套设施。常规岛

和 BOP 跟常规电厂基本相同，主要的区

别 在 于 核 岛 ， 专 业 人 士 称 之 为 反 应 堆 厂

房，这里存有放射性的物质。

据他介绍，核 岛 是 一 回 路 ， 常 规 厂

房 是 二 回 路 ， 三 回 路 是 一 个 冷 却 回

路 ， 而 通 过 城 市 管 网 到 居 民 家 中 供 暖

时 ， 已 是 第 四 第 五 回 路 ， 回 路 之 间 都

是 隔 离 的 ， 也 就 是 只 有 热 量 的 传 递 ，

没 有 介 质—— 水 的 交 换 ， 也 就 不 会 有 任

何 放 射 性 物 质 进 入 用 户 暖 气 管 道 。 从 这

个 角 度 来 说 ， 核 能 供 暖 水 带 有 核 辐 射 的

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 这 种 流 言 就 是 利 用 公 众 ‘ 先 入 为

主’以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

心理传播，实则是贩卖社会焦虑。”张振

华说。

每天喝点红酒可软化血管？

中了“不当联想”的套路！

春节临近，亲朋好友之间的聚会免不

了小酌一杯，其间可能会听到一种说法，那

就是每天喝点红酒有益无害，还可以软化

血管。是真的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科临床部主

任医师、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资深顾问吴海

云告诉记者，60 多年前医学界提出一个假

说，认为葡萄酒可能对心血管有保护的作

用。葡萄酒含有白藜芦醇，白藜芦醇有一

定降血脂的作用，动物实验提示，白藜芦

醇可能有一定的血管保护作用，但在临床

上它对人到底有没有益处，还没有明确的

结论。

吴 海 云 认 为 ，这 条 流 言 中 了“ 不 当 联

想”的套路，“公众面对自身关切的信息时，

如果进行错误或过度联想，就可能中了流

言的圈套。比如把一些可能性或相关性当

成因果性和必然性，信息在口耳相传中就

会‘变味’。”

“‘三高’人群不能吃蛋黄”，也是这方

面的典型流言。

“很多人年纪轻轻就不吃鸡蛋黄了，有

人认为鸡蛋黄吃多了，身体里的胆固醇容

易超标，这个观点是一种误导。”吴海云

说 ， 近 20 年 的 研 究 已 经 否 定 了 这 种 说

法，即人体血液中胆固醇水平，主要取决

于身体内合成胆固醇和代谢胆固醇之间的

平衡，而与饮食中摄入的胆固醇总量没有

太大的关系。

他告诉记者，吃蛋黄会增加胆固醇这

个说法是不准确的，饮食中摄入胆固醇含

量，对人们血液中胆固醇的水平不会产生

太大的影响。因此，蛋黄会增加胆固醇，

“三高”人群不能吃蛋黄，则又是一条科

学流言。

航天员一到空间站就吃胖了？

中了“主观推断”的套路！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至今已有 3个

多月，三名航天员顺利执行了出舱、太空授

课等多项任务。前不久，细心的网友发现，出

现在视频中的 3 位航天员都变胖了。有网友

猜想，这是不是空间站的伙食太好了？

“真相并非如此。”北京大学地球与空

间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宇航学会返回与再

入专业委员会委员焦维新说，3 位航天员

之所以看起来“变胖 ”，是因为在空间站，

航 天 员 受 微 重 力 环 境 的 影 响 而 产 生 了 脸

部浮肿。伙食、运动等因素，不会迅速造成

这类变化。

他告诉记者，在地球表面，人体感受到

的重力就是地球引力。空间站飞行的高度，

距离地球表面约 400 公里，在那里，航天员

几乎感觉不到重力的作用，他们所处的环

境是微重力。

“ 在 地 面 ，血 液 会 流 向 腿 部 和 身 体 下

部。但在微重力环境下，由于没有地心引力，

血液开始在头部聚集。这导致航天员的脸部

浮肿，也被称为浮肿综合征，因为他们的大部

分血液都在上半身。”焦维新说。

在他看来，“航天员一到空间站就吃胖

了”，这条流言中了“主观推断”的套路，由

于对前沿科技缺乏系统了解，从而通过主

观想象得出结论，滋生谣言。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会频繁掉线”，也

是这方面的典型流言。

焦维新说，北斗定位仪和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并非同一概念。后者是一个卫星导

航定位系统，而市场上所谓的“北斗产品”，

往往只是某一企业的产品，并不能代表北

斗 系 统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北 斗 系 统 没 有 问

题，也有严格的实时监测，不存在卫星掉线

导致信号中断的可能性。

“网友要避免主观推断，‘眼见不一定

为真’，重大热点事件发生时，更需要等待

更权威的证据来确认。”焦维新说，正因为

北斗系统的名头响、口碑好，老百姓十分关

注，利用“北斗”的高科技名头忽悠的现象

才时有发生。

冬奥期间天然降雪越多越好？
中了“惯性思维”的套路！

在专家看来，惯性思维常常会左右人

们的思想，思维定式更会影响人们科学理

性地探求真知，尤其对于那些广受关注的

现 象 级 热 点，由 于 全 民 关 注 度 高、传 播 度

大，信息在双向的互动传播中更易出现偏

差，得出错误结论。

“ 冬 奥 期 间 天 然 降 雪 越 多 越 好 ”就 是

“惯性思维”的典型流言。

很 多 人 认 为 ， 在 高 规 格 的 冬 奥 赛 事

中，使用人造雪是由于天然降雪不足而迫

不得已的方案，但事实恰恰相反——对于

高 规 格 的 冬 奥 赛 事 ， 人 造 雪 不 是 备 用 方

案，而是主要方案。在常年有雪、降雪量

极为充沛的地区，冬季项目的赛道依然采

用人工造雪。

“此时，自然降雪反而是种‘负担’，

甚至于比赛期间大家并不希望出现天然降

雪。”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张凯告

诉 记 者 ， 人 造 雪 的 优 点 是 雪 质 更 具 可 控

性，其形成的时间短、生长快，雪花的形

状 也 基 本 一 致 。 尤 其 是 优 质 的 “ 冰 状

雪”，硬度大，不易被破坏，在运动员高

速转弯的情况下能保证雪道表面不变形，

选手不论第几个出场，雪道的状态都是一

样相对完美。

相比之下，自然降雪较为松软，运动员

的雪板非常容易陷入雪中，造成侧翻、急停

等事故。因此，赛事期间如果遇上了下雪天

气，松软的天然雪就会导致“光滑如镜”的

赛道功亏一篑。

因此，如果真的遇到“天公不作美”时，

工 作 人 员 会 立 即 使 用 压 雪 机 重 新 压 实 雪

道，并对赛道进行紧急整饰。

“所以，‘冬奥期间天然降雪越多越好’

这 条 流 言 是 假 的 。其 实 ，生 活 中 很 多 的 流

言，是我们习惯性地认为的，这也是这类流

言的可怕之处。”张凯说。

“航天员一上天就胖了”“口罩消毒残留物会致癌”“每天喝点红酒可软化血管”⋯⋯这都是假的——

“科学”流言为何大行其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连日来，位于南太平洋岛国汤加火山

多次猛烈喷发，并引发海啸等严重灾害，给

当地及周边带来严重威胁。这被认为是 30
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火山喷发。

对人类而言，火山喷发无疑是场灾难，

但与此同时，汤加岛屿火山喷发后，有关“火

山喷发会改变全球气候”，乃至“受益于火山

喷发，可以抵消全球变暖影响、减轻减排压

力”等话题在网上引发讨论。

根据历史火山活动事件统计分析，专

家预测，喷发可能会持续数周甚至数年。那

么，此次火山喷发将如何影响中国乃至全

球气候？多位气候专家对此进行了解析。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气候与气候变化

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祝从文说，一系列研

究表明，火山喷发一般会对未来 1-2 年全

球 和 东 亚 气 候 产 生 持 续 影 响 ，大 概 出 现

0.3℃左右的降温效应。对我国而言，火山

喷发可减弱次年东亚夏季风强度，进而导

致我国夏季雨带偏南。

历 史 上 多 次 著 名 的 火 山 喷 发 事 件 表

明，火山喷发会与全球气温下降产生关联：

1783 年，冰岛的纳基火山喷发，导致欧洲

1783 年至 1784 年冬季气候异常寒冷；1815
年，印尼坦博拉火喷发造成严重气候灾难，

火 山 喷 发 次 年 全 球 平 均 气 温 约 下 降

0.4℃-0.7℃，北半球许多地区遭遇“无夏之

年”；1991 年，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喷发，向

平流层注入大量气溶胶，数月后全球平均

气温下降约 0.5℃⋯⋯

“火山喷发之所以会导致降温，主要原

因是它向大气层注入了含硫气溶胶，这些

气溶胶进入平流层，帮助地球将更多的阳

光反射出去，从而在大气层内产生冷却效

应。”祝从文说。

他进一步解释，汤加岛屿火山处于低

纬度地区，近 100年来，有 3次大规模低纬度

火山喷发，分别是阿贡火山（1963 年 3 月

17 日）、埃尔奇琼火山 （1982 年 4 月 4
日）和皮纳图博火山（1991 年 6 月 15 日）。

它们喷发后的当年冬季（12 月至次年 2月），

我国除东北和新疆以外大部分地区气温偏

低。此外，拉尼娜的发生对当年我国除青藏高

原以外地区冬季气温同样起到致冷作用。

祝从文同时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火山

喷发导致降温这个因果关系若成立，还必

须考虑一个重要因素——“量级”。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Aura（微 风）号

地球观测卫星的监测图显示，汤加岛屿火

山喷发首日二氧化硫的释放量为 62 千吨。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大气科学特聘教授迈

克尔·曼恩分析，曾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下降

0.5℃ 的 皮 纳 图 博 火 山 喷 发 最 终 释 放 了

20000 千吨二氧化硫。

“因此，如果要达到之前喷发对气温下

降的影响，汤加岛屿火山需要排放更多的二

氧化硫。”祝从文说，建议将火山喷发的持续

影响纳入汛期降水预测因子中加以考虑。

汤加火山喷发事件发生后，中国社会科

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IPCC（联合国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第六次

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主要作者陈迎一直对

此保持关注，她注意到社交媒体上一个引起

热烈讨论的话题：“如果火山喷发有降温作

用，那我们是不是只要人工制造这种气溶

胶，并将其播撒到大气平流层中，就不用花

大力气减排了？”

针 对 这 种 观 点 ，陈 迎 明 确 表 示 反 对 ，

“如果没有减排这个前提，只靠 SRM（太阳

辐射干预，即通过人为方法大尺度改变地

球系统的辐射平衡以应对全球变暖），肯定

是无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

她告诉中青报·中青报记者，SRM 也

解决不了海洋酸化问题，同时还可能带来

其他风险和不确定性，比如改变气温和降

水分布等。

“可以确定的是，SRM 无法作为应对气

候变化的‘主力’。不过，根据近年最新研究，

如果建立在大幅度减排基础上，SRM有潜力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辅助措施。”陈迎说。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大气科学系教

授、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主要

作者曹龙介绍，目前提出的 SRM 方法主要

包括向平流层注入气溶胶、海洋低云亮化、

增加海洋和陆地表面的反照率。这些方法

减少到达大气和地面的太阳辐射，通过短

波辐射干预的方法，抵消温室气体增加造

成的暖化效应。

汤加火山喷发
将给地球降温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在疫情常态化的当下，核酸检测已成

了生活中的常事。核酸检测的灵敏度和准

确性也直接成了疫情防控工作中最重要的

一环。最近，我国的核酸检测技术“上新”了。

近日，由清华大学医学院郭永教授团

队与北京新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单

位 联 合 研 发 的 新 型 冠 状 病 毒（2019-
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 PCR 法），正

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医疗

器械批文。

据悉，这是国家药监局批准的首张基

于数字 PCR 技术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的 III 类医疗器械证书，也是全球首个经评

审后正式获批的将数字 PCR 技术运用于

新冠领域的研究成果，意味着这一技术的

国产化和自主可控。

据介绍，试剂盒采用了第三代 PCR 技

术，灵敏度可达 100 拷贝/mL，有效提高了

检测灵敏度，可以降低阳性漏检情况，哪怕

是 样 本 中 微 量 的 新 冠 病 毒 也 难 逃 它 的 法

眼，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核酸检测提供

了更精准的利器。

这个“嗅觉灵敏”的“新冠探测器”和目

前的核酸检测技术有什么区别？它能检出

变异株吗？这样的灵敏度意味着什么？

据悉，这个试剂盒采用的是数字 PCR
技术，是在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

核酸检测技术——荧光定量 PCR（第二代

PCR 技术）的基础上，借助了微流控生物

芯片的方式，数字化显示新冠病毒数据，极

大提升了核酸检测的“信噪比”。

“比如，老一辈人家里的电视机经常出

现‘雪花’，画质模糊，稳定性也不高，但现

在的液晶电视就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液

晶电视的信号是数字信号而不是以前的模

拟信号。数字 PCR 能够提高核酸检测的灵

敏度和准确性，也是类似的道理。”郭永告

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那么，数字 PCR 技术和目前常用的检

测技术优势在哪？

郭永表示，与目前常用的荧光定量 PCR
相比，数字PCR技术有两个显著优势：

一是无需标准品就可以准确检测病毒

的数目。“通俗地说，目前的核酸检测技术

主要是告诉你结果是阳性还是阴性，而通

过数字 PCR 技术，我们不仅可以检出阴阳

性结果，还能显示阳性患者所采集样本里

病毒的数目。”

“这样一来，在医学研究上，我们在对

新冠病人进行诊断和临床治疗研究时就可

以实时监测治疗效果，还可以对新研发的

抗新冠药物和疫苗的效果进行临床评估。”

郭永说。

二是可进行单分子扩增，有利于低载

量病毒的检测。郭永表示，“之前出过不少

隔离 14 天一直是核酸阴性，但解除隔离后

检为阳性的案例，数字 PCR 技术的高灵敏

度使得这个试剂盒能够检测出样本中的微

量病毒，在排除疑似病例、确定是否解除隔

离，减少漏检和假阴性样本中发挥至关重

要的作用。”

每 毫 升 100 拷 贝 的 灵 敏 度 是 什 么 概

念？郭永表示，拷贝的数值越小意味着灵敏

度越好。目前的双靶标产品灵敏度主流在

200-500 拷 贝/mL，而 这 次 获 批 的 试 剂 盒

是 100 拷贝/mL，而且是双靶标检测，大大

提高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灵敏度。

如今，层出不穷的变异株成了热会关

注的热点，也为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很大

的挑战。针对新冠病毒诸多变异株出现的

情况，研发团队已完成相应变异株序列的

生物信息分析，并对潜在可能影响试剂检

测性能的突变开展了验证实验。试剂盒对

目前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 15 种变异株：德

尔塔株（Delta）、奥密克戎株（Omicron）等，

均不会出现漏检和脱靶。

此次获批上市的试剂盒不仅在核酸检

测的前端发挥作用，而且贯穿患者临床诊断

治疗，疫苗药物研发和疗效评价的全过程，

用清华智慧服务国家、助力新冠疫情防控。

对于这个试剂盒的获批上市的意义，

郭永表示，一方面，对于我国而言，这一最

新进展意味着数字 PCR 技术的国产化和

自主可控。国际上之前数字 PCR 技术以生

物医学研究应用为主，此次获批的产品是

国际上第一次将这个技术应用于新冠领域

并正式走向了临床。

“另一方面，对于整个技术领域而言，

基于数字 PCR 技术的新冠核酸检测试剂

正式获批上市可以推动这一技术的更新迭

代和快速进步，标志着数字 PCR 技术一个

新的起点。”郭永说。

对于这一科研突破，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中心实验室主任

马学军教授表示，实时荧光 PCR 核酸检测

是新冠检测公认的金标准，但仍有急需解

决的问题。“在实际防疫过程中，实时荧光

PCR 无 法 100%满 足 防 控 需 求 ，尤 其 从 重

点地区国家来的人及冷冻货物，出现了很

多比较模糊的结果，而数字 PCR 技术可以

弥补这个应用场景，在一些重点的区域和

场所，数字 PCR 可以一锤定音的作用。”马

学军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

临床和研究中心主任张福杰表示，自己的

研究团队在对新冠病毒中和抗体、小分子

药物的临床患者进行疗效评估中采用数字

PCR 技 术 ，取 得 了 非 常 好 的 效 果 。“ 数 字

PCR 技术的高灵敏检测优势不仅体现在

抗新冠病毒药物的临床效果评估上，在艾

滋病、病毒性肝炎等疾病检测中都有非常

广泛的应用前景。”

郭永表示，此次的获批上市是对这项

技术的重要认可。“未来，通过数字 PCR 技

术进行核酸检测，可以应用到海关隔离人

群检查、疾控重点人群检查、和海外邮寄物

品表面检测等各种场景中。这项技术也不

止在应对新冠疫情中发挥作用，我期待这

项技术可以进一步应用在肺癌、甲状腺癌、

出生缺陷、艾滋病等诊断和治疗中，为保障

人民身体健康做出贡献。”

核酸检测“嗅觉”升级了
数字PCR技术应用广泛

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县为 2022 年冬奥会赛事举办地。每到雪季的 11 月到次年 3 月，天南地北的滑雪爱好者便纷至沓来，因为这里是距离北京最近的、也是最早的

能够欣赏雪景的地方。 视觉中国供图

风云气象卫星持续跟进监测汤加火山爆发多

通道合成图。 中国气象局供图

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张凯现场辟谣。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供图

2021 年度十大“科学”流言。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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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