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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A9

! ! ! !流言!天气寒冷!在餐厅"饭店中!边吃饭

边喝点酒的现象也逐渐增多起来! 经常听到

有人会说!#喝点酒吧!可以暖和暖和!防寒$%

#酒越喝越热!水越喝越冷%!这是流传已久的

话语和观念&

真相!酒进入身体后，酒精的吸收与代谢
就开始了，酒精本身和其代谢产物，比如乙醛
都具有扩张血管的作用，从而使人体肌肤上
的毛细血管得到扩张，血液循环会随之加快，
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人体内的热量较快地散
发到体表，人体就会感到身体发热。此外，酒
精及其代谢产物，也会对中枢神经系统有一
定程度的麻醉作用，这样就让肌肤对外界温
度的敏感性降低。
这种身体内部热量的散失，仅是短时间

的过程。酒后的“暖意”，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没有多少时间，饮酒者就会感到格外寒冷，这
是因为体内的热量散失的原因，所以越喝越
感到冷。“酒后寒”更容易让人受冻或者感冒。
冬季饮酒诱发的出血性疾病比夏季多出十几
倍。脑溢血、胃出血、心肌梗塞多发在这个时
节，酒精的刺激会加重这类疾病的患病几率
和严重程度。 本报记者 马亚宁

!"月!科学流言榜"发布#专家教你科学吃马铃薯$$$

过水炒土豆丝比土豆泥“升糖”慢
喝酒能御寒，马铃薯有害健

康，黑暗中看手机易失眠......
2016年的最后两天，由北京市

科协、全国晚报科技编辑记者学
会、上海科技传播学会等共同发
布的“2016年 12月科学流言

榜”，帮你“大扫除”手机里、网络
上常常碰面的科学“谎言”，清清
爽爽迎新年。! ! ! ! !流言!一篇主题为#马铃薯食品有害健

康%的文章在网上流传& 文章引述了 !"#$年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哈佛大学发表的三项

课题研究结论& 指出!普通人以炸'蒸"煮"烤

等烹饪方式过多地摄入土豆会增加妊娠糖尿

病"糖尿病和高血压病的发生!建议减少马铃

薯食品的摄入(

真相!食品加工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戴小枫表示，马铃薯其
中含有大量淀粉，在常见的烹饪方式下，被人
体大量食用后引起血糖上升的速度快，的确
是一个高血糖指数和高血糖负荷的食物。但
是，采取不同的加工方式，可以改变马铃薯的
升糖速度。
未经过烹饪糊化的马铃薯淀粉被人体消

化后，对血糖几乎没有影响，可视为膳食纤
维；烹调后又冷却的马铃薯中，淀粉会转为抗
性淀粉，不易消化，再加热后也不会变化，升
糖能力也大幅降低。因此，中式传统的过水后
快炒土豆丝和凉拌土豆丝，都是很科学的食
用方法，而西方常见的土豆泥、烤土豆等方
式，则加快了马铃薯的升糖速度。
将马铃薯加工为面条、米粉、馒头和面包

等主食的创新方法，通过机械加工的强力揉
搓挤压，马铃薯淀粉与面筋蛋白结合，形成了
一种类似于混凝土的稳定结构，人体摄入后，
消化速度减缓，升糖速度也得到降低。戴小枫
建议广大公众，以科学的加工方式，适量食用
马铃薯并不会产生健康风险，无须过多担心。

! ! ! !流言!#! 月 #$ 日至 !% 日! 华北地区多

地应急办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期间有

位)同事父母在国家部委%的人士称!本次红色

预警的真正原因是雾霾中含剧毒)硫酸铵%!还

说硫酸铵曾在伦敦夺走多人性命(

真相!本流言中所说的硫酸铵是氨气通过
化学反应生成的细颗粒物中的一种，一直是雾
霾的主要组成成分，但不是“红警”参考指标。
根据《北京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空气质量指
数在 !""以上为空气重污染，重污染持续三
天以上为预警一级（红色）。而空气质量指数除

了 #$!%&之外，还有 #$'"、()等五项数据参
考标准，硫酸铵并不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北京
于 '!月 '* 日 !"时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
警与硫酸铵无关。
硫酸铵本身毒性低，虽然会随呼吸进入肺

泡，对人体的确有刺激作用，引起急性呼吸道
炎症，但危害并不大。伦敦 '+&!年造成大范围
死亡的伦敦烟雾事件，是因为空气中的硫酸
雾，是液体。不戴防护措施的话，类似于直接吸
入了硫酸，才会迅速死亡。中国不太可能会发
生类似悲剧。

! ! ! !流言!改善室内'车内空气质量!许多人都

会用上活性炭包(因活性炭有吸附功能!很多商

家标称活性炭具有除甲醛'室内异味等功能(

真相! 活性炭由含炭为主的物质做原料，
含有大量微孔，能吸附有机污染物和某些无机
物，其对物质的吸附能力取决于它的本身孔径
分布情况和被吸附的物质的分子大小。中消协
近期随机选取了 '*个活性炭样品和 ,个火锅

炭样品，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活性炭的碘吸
附值和四氯化碳吸附值两项指标进行检测，
前者衡量活性炭对与碘分子大小相当的物质
的吸附能力，后者检测活性炭孔容的量度，是
测定活性炭活化程度的手段。公布的检测结
果令人大跌眼镜：有些活性炭甚至还不如火
锅炭。目前，室内活性炭没有国家标准，也没
有行业标准。

马铃薯食品有害健康"

#红警$雾霾含剧毒硫酸铵" 喝酒能御寒"

%活性炭&能净化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