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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者 张欣平 通讯员 周
忆群）记者从市运管处获悉，! 月 " 日
起，本市从事省际客运班线经营的客运
站将实行实名售票及实名查验。
据介绍，为确保实名制购票各项工

作的顺利实行，管理部门在全行业下发
《关于本市长途客运站实行实名制管理
的通知》和《关于本市长途客运站实行实
名制管理的公告》，明确相关事项———

! 售票时应当由购票人提供旅客的

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携带免票儿童"根据

交通部#道路运输价格管理规定$!身高 !"#

米以下不单独占用座位的儿童可以免票%

的!应当凭免票儿童的有效身份证件同时

免费申领客票&对购票人无法提供有效身

份证件原件的!客运站不得向其售票'

! 凡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实名购

票的! 购票人应当提供真实准确的旅客

有效身份证件信息! 并在取票时提供有

效身份证件原件'

! 旅客客票遗失!经核实其身份信

息后!售票人应当免费为其补办客票&

在实名检查方面，旅客乘车前，客运
站工作人员应当对车票记载的身份信息
与旅客及其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行一致
性核对。对拒不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或者票、人、证不一致的，依规不得
允许其乘车，并通报公安机关。

省际客运班车
明起实名购票

吸氧对正常人具有保健作用？
!月发布的科学流言榜就系列!科普文"作详解

! ! ! !紫菜里掺有黑色塑料袋，煮饭方法不对赛
“砒霜”……这些听上去有点骇人，网络上“拇
指相传”的小贴士靠谱吗？昨天，由北京市科
协、中国晚报科学编辑记者学会、上海科技传
播学会等共同发布的“#月科学流言榜”道出
了其中的真相。

紫菜里有黑色塑料袋!

"流言# 网上视频疯传一种)嚼不烂*紫菜&

它)半透明*!还有一股)腥臭味*!据说是用黑色

塑料袋制作的假紫菜&

"真相$ 单层的紫菜本身就是半透明，腥臭
味也是海产品固有的味道，而嚼不烂有可能是
因为紫菜太“老”了。通过泡发和火烧两种方式
可以轻易分辨是真紫菜还是塑料袋。真紫菜吸
水后会胀大，塑料袋则不会。真紫菜点燃后无味
或有淡淡咸味，塑料袋则有刺鼻化学气味。

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心在
实验室对 $%个紫菜样品和 !个塑料薄膜样品
进行了鉴别。结果显示，目前未发现样本中存
在塑料薄膜制假的现象。

密闭空间洗澡易致癌!

%流言$ 注意+这两种方式洗澡居然会致癌&

近期!一篇生活)科普文*很流行,)自来水产生的

氯仿是新形态生态杀手! 在密闭空间中洗澡愈

久!经由呼吸和皮肤吸入的氯仿量愈多& 有研究

称!每百万人会有 !#人因此致癌$ *

"真相$ 氯消毒是目前自来水厂最常用的
灭菌技术。浙江省抗癌协会肿瘤介入专业委员
会秘书、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介入科副主任医师
毛颖民表示：“无论自来水中的氯气浓度还是
洗澡时高温蒸发后的氯气浓度，都是相当低
的，对人体不构成危害。”

《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对于自来水
中氯浓度有着严格的标准。自来水在出厂时都经
过了严格的检验，在国家要求的浓度范围内不会
对人体造成危害，正规合格自来水厂出来的生活
用水都是健康的，因此市民不需要过于敏感。

煮饭方法不对吃&砒霜'!

%流言# 一篇题为-中国人最常用的煮米

饭方法!让你吃进了最多的砒霜.的文章建议!

煮饭时将大米用水浸隔夜! 第二天把水倒掉!

再加水煮饭!这样大米中的砷残留物会大大减

少&因为!据英国媒体报道!一位研究大米和大

米产品的北爱尔兰学者安迪/马哈尔格教授曾

做实验!人们惯常煮大米的方法!会令砷"俗称

砒霜%残留在米饭里&

%真相# 不能把砷完全等同于砒霜。浙江
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食品科学
专业教授沈立荣表示，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中对
砷含量有着严格的规定，符合标准的大米对人
体健康几乎无影响，大家无需谈砷色变。
沈立荣说：“首先，农业部在各地都有农产

品风险评估中心，通过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大
米，砷含量极低；其次，对砷含量的控制主要靠
环境控制和质量检测，比如避免工业污水灌溉
农田，加强土质、水质、稻米的风险检测，靠煮
饭的环境或条件来解决作用不大；再者，过度
浸泡大米会造成营养的流失。平常洗米、换水
几次就行，大米浸泡别超过半个小时。”

正常人多吸氧可保健!

%流言# 不少制氧机厂商为了推销产品!对

外宣传称!正常人多吸氧也能保健& 这可信吗0

%真相# 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发出制氧机消
费提示，提醒消费者目前尚无证据证明吸氧对

正常人具有保健作用，制氧机要在医生指导下
按照处方每日使用的时间和流速来使用，从而
降低适应症选择不当带来的风险，不适当的吸
氧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消费者应在医生指
导下购买和使用制氧机。购买时，应选择到有
资质的单位购买，仔细查看产品的注册号及生
产企业相关信息，并要注意索要发票和购物凭
证，核对内容并妥善保存。消费者可登录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数据查询”栏目核实产品有关信息。

吃禽类会得禽流感!

%流言# 输入性%&'(病例又零星现身!一

时间各种关于禽流感的说法又卷土重来,)吃禽

类会得禽流感*)穿羽绒服会得禽流感*11

%真相# 导致人感染 0123病毒最重要的
危险因素，是直接或间接暴露于受感染活禽或
带毒禽类污染的环境中。尚没有证据显示
0123病毒能够通过经妥善处理后的禽类或禽
蛋类传播给人类。此外，吃煮熟的食物也不会
感染 0123病毒。

从事非规模化和非规范化家禽养殖、贩
卖、宰杀等工作的人群，因接触于带毒禽类的
机会较多，所以被感染的风险也高。但填充羽
绒服使用的羽绒制品通常经过消毒、高温等多
个环节处理，禽流感病毒存活的可能性微乎其
微。因此，收集羽绒的工人确实是感染禽流感
的高危人群，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但穿羽
绒服感染禽流感的几率很小。

0123禽流感并非季节性流感，在人群中
分布也不算广泛，目前只有预防季节性流感的
疫苗，尚没有 0123禽流感疫苗。只要市民注
意防护，不接触活禽、不去活禽交易市场，传染
风险并不大。 本报记者 马亚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