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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安徽合肥 25 日气温
飙升到 40.8 摄氏度——记者从安
徽合肥多家三甲医院获悉，由于超
高气温，近日该市中暑等高温导致
的疾病患者猛增。专家提醒，超高
温极端天气下，居民应该重视防暑
降温，特别是有高血压、心血管等
基础疾病的老人要格外注意，尽量
减少户外活动，在室内开空调也要
谨遵注意事项。

据介绍，安徽省立医院急诊科
收治了多名“高温病”患者。其中
有一名 14 岁少年，送到医院时已经
深度昏迷，并伴有四肢抽搐。而致
病原因是一场高温下的晨跑。安
徽省立医院主任医师高赛英介绍，
热射病是由于体内大量热蓄积，导
致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属于重
症中暑。而患者若得不到及时妥
善救治，会引发器官衰竭，死亡率
高达 50%－70%。

高赛英说，在这样极端高温天
气下，年老体弱的老人和孩子，即使

在室内也会发生中暑。该院刚刚收
治一名 70 岁老人，由于家中没有空
调而中暑，送到医院时体温已经达
到40摄氏度。

“每年夏天，医院都会收治为了
省电不开空调导致中暑的高龄老
人。”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
任杨静说，即使有空调也不可大
意。如果设定温度过低，心血管患
者外出时极易因室内外温差过大导
致心肌梗死。而高血压患者也会因
为高温导致血压不稳，发生心慌、头
晕、呕吐症状，因此要尽量减少户外
活动。但是空调房间长时间密闭，
空气流通不畅，会导致呼吸系统疾
病，一旦引发肺部感染，对于心功能
不全患者尤其危险。

专家建议，老人孩子身处的环
境尽可能保持相对恒定的温度，空
调温度不宜过低，以身体一动微微
出汗最合适，高血压患者不可贪凉，
不能洗冷水浴，以免刺激血管收缩，
造成血压波动。 ■鲍晓菁

据新华社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日前发布松花蛋和咸鸭蛋
的消费提示指出，松花蛋应注意适
量食用，老年人每天吃 1－2 个为
宜，而高血压等疾病患者应少食用
咸鸭蛋。

松花蛋（又叫皮蛋、彩蛋或变
蛋）是以鲜蛋（多数为鸭蛋）为原
料，采用生石灰、碱、盐等配制的料
液（泥）或氢氧化钠等配制的料液
加工而成的蛋制品。食药监总局
指出，选购松花蛋时挑选的标准
有：外壳包泥或涂料均匀洁净，蛋
壳完整，无霉变，敲摇时无水响声；
破壳后蛋体完整，蛋白呈青褐、棕
褐或棕黄色，呈半透明状，有弹性，
一般有松花花纹；蛋黄呈深浅不同
的墨绿色；具有皮蛋应有的滋味和
气味，无异味。

针 对 松 花 蛋 的 营 养 成 分 ，食
药监总局建议老年人每天吃 1－
2 个为宜；中青年人、从事脑力劳
动 或 轻 体 力 劳 动 者 ，每 天 可 吃 2
个 ；从 事 重 体 力 劳 动 ，消 耗 营 养
较 多 者 ，每 天 可 吃 2 － 3 个 。 根
据 食 品 安 全 国 家 标 准 中 对 重 金

属含量的规定，消费者宜选择工
业化生产的无铅松花蛋（标签上
可 见“ 无 铅 皮 蛋 ”或“ 无 铅 松 花
蛋”字样）。

咸鸭蛋（又叫盐蛋、腌蛋或味
蛋）是以鲜鸭蛋为原料，经盐腌制
而成的蛋制品，为我国具有传统
风 味 的 蛋 制 品 。 在 挑 选 咸 鸭 蛋
时，应注意“一看、二闻、三掂、四
摇”。看，就是要看外壳，品质好
的咸鸭蛋外壳干净、光滑圆润，无
裂缝，蛋壳呈青色；质量较差的咸
鸭蛋外壳灰暗、有白色或黑色的
斑点。闻，就是应选择没有异味
的咸鸭蛋。掂，就是把咸鸭蛋拿
在 手 中 掂 分 量 ，首 选 质 量 重 的 。
摇，就是在摇动的时候，品质优良
的咸鸭蛋会有轻微颤动感，品质
差的咸鸭蛋会呈现不规则的晃动
感并带有异响。

食药监总局提醒消费者，高血
压等患者对含盐量高的食物应谨慎
食用，应少吃咸鸭蛋或低盐咸鸭蛋，
如摄食咸鸭蛋则需控制当日食盐的
总摄入量，比如菜、汤中减盐，饭后
多喝水。 ■陈聪

据新华社 夏季日照时间长、紫
外线加强，敏感性皮肤人群症状容易
加剧，晒伤、紫外线过敏等患者普遍
增多。专家为此建议，及时做好防晒
措施，可抵御紫外线侵袭等造成的皮
肤过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皮肤科主任尤艳介绍，敏感性皮肤多
是受季节变化、环境影响、面部保养
品刺激及遗传因素等原因而形成。

敏感性皮肤人群通常在面部皮肤受
到刺激后容易泛红、发热，尤其在有
风、冷空气、温度快速变化等环境中
更为敏感，出现发痒、刺痛、烧灼感、
紧绷感等不良反应。

为应对敏感性肌肤，尤艳建议，
敏感性肌肤的皮肤角质层较薄，对紫
外线防御能力较差、容易老化，夏日应
加强防晒，注意涂防晒霜、佩戴墨镜，
使用遮阳帽、遮阳伞等。由于防晒品

成分也是皮肤刺激源之一，可在基础
保养品作为隔离后，再使用防晒品。

此外，专家提醒，敏感性皮肤人
群应尽量使用成分简单的化妆品，
或者温和、少含或不含刺激成分的
产品，多吃水果、蔬菜，增加维生素
Ｃ的摄入，保持皮肤水分，提高皮肤
耐受性。同时，远离烟、酒等刺激物
品，也将有助于预防或减轻皮肤敏
感症状。 ■杨思琪

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各式各样
的夏季时令水果成为消热解暑的
佳品。但是，不少和水果有关的

“食物相克说”又在朋友圈广为流
传，比如“千万记住桃子不能和西
瓜一起吃，会产生剧毒。”乍一看简
直吓坏了，这么常见的两种食物吃
了要致命？

日前，新闻晨报·周到与上海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推出《食惑》
系列，旨在用15篇科普文章，破除市
民经常在微信朋友圈转发的谣言。
这些文章除了在新闻晨报周到客户
端上可以看到，也将出现在全市 50
多辆公交车和 200 多个公交站点的
宣传海报中。

四成网络谣言涉及食
品安全

去年《2015 年度十大生活流言
榜》里，“食物相克”就以 775 万的关
注人次居于流言榜榜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统计，

当前食品安全谣言占我国各类网络
谣言的45%，位居第一。诸多食品安
全谣言可分为四类：利用公众对现代
食品工业的了解不够，“妖魔化”现代
食品工业；利用公众对现代种植业和
养殖业的了解不够，“妖魔化”现代农
业；宣称食物相克，一些谣言把个别
的食物过敏事件与相生相克扯在一
起；言必称致癌、有毒，但致癌、有毒
与否关键看剂量，而不是只要检出某
个有害物质就可称之为有毒或致癌
食品。

“食物相克”并没有科
学依据

上海市食品学会副秘书长陈有
容表示，“食物相克”往往并不是人
体不适的元凶，大家应该选择适合
自己的食物，并掌握正确的食用方
法。桃子和西瓜这两种食物，本身
就比较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腹泻。
由于西瓜性寒凉，对于胃肠道功能
较弱的人来说，食用冰镇西瓜很容

易刺激胃肠道，从而出现腹泻等症
状。再者这两种水果甜度较高，糖
尿病也要注意适量食用。虽然不会
产生剧毒和引起丧命，但是特殊人
群还是要谨慎对待。而另一方面，
有些食物确实不适合放在一起吃，
比如柿子和牛奶。因为柿子中所含
的鞣酸能与蛋白中氨基酸的氨基端
结合，使蛋白质变性凝固沉淀，结块
成团，影响消化。这其中又涉及到
剂量的问题，大量吃，的确会让胃不
舒服，多多少少会影响蛋白质的吸
收，但“柿子和牛奶同吃会死人”则
属于谣言。

陈 有 容 表 示 ，很 多 人 听 说 了
“食物相克”，吃东西时就多了很多
禁忌，甚至烧菜前先“对表”。其
实，一般“食物相克”并没有科学依
据，一些人在吃了所谓的“相克食
物”后确实出现身体不适，这通常
是由于季节性原因、食物本身有
毒、食物变质等因素引起的，与“食
物相克”无关。 ■宗禾

据新华社 炎炎夏日，现榨果蔬
汁成为很多人消暑必备的饮品。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
消费提示指出，现榨果蔬汁不宜存放
过久，建议现榨现饮。现榨果蔬汁饮
品应即时供应，不得供应隔顿、隔夜
饮品。

食药监总局指出，如原料存放在
10℃－60℃条件下，从制作到供应时
间不应超过2小时。这不仅有利于果

蔬汁中营养成分和新鲜风味的保持，
也有利于控制微生物的生长，饮用更
加安全。

食药监总局强调，现榨果蔬汁所
选原料必须新鲜，无腐烂、霉变、虫
蛀、破损等。制作现榨果蔬汁的水应
使用瓶（桶）装饮用水以及符合相关
规定的净水设备处理过的水或经煮
沸后冷却的生活饮用水。由于现榨
果蔬汁无灭菌环节，要确保在加工之

前，将原料充分清洗，使用的器具彻
底清洗并做消毒处理，确保操作人员
健康和卫生状况，尽可能降低微生物
污染风险。

据了解，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FDA）要求，果汁店、农场售卖
的现榨果蔬汁必须要冷藏并且具有
标签警示，由于这些产品未经杀菌
处理可能含有害细菌，对于儿童、老
人和免疫力弱的高风险人群存在发

生食源性疾病的风险。食药监总局
就此指出，这些人群最好不要饮用
现榨果蔬汁，可以先加热杀菌后再
饮用。

现榨果蔬汁，是指以新鲜水果、
蔬菜为原料，通过压榨等方法制作的
可直接饮用的果蔬汁。与传统工艺
加工的果蔬汁产品相比，最大的区别
是不经过杀菌处理。我国目前尚无
相关国家标准。 ■陈聪

“高温病”患者猛增 应注意防暑

现榨果蔬汁如何安全畅饮？

松花蛋和咸鸭蛋怎么吃？

桃子和西瓜一起吃会中毒？
专家：“食物相克”并不靠谱

夏季敏感性皮肤应加强防晒

据新华社 台湾卫福主管部门
“疾管署”25 日表示，上周肠病毒门
急诊就诊超过1.1万人次，岛内已进
入肠病毒流行期，且肠病毒易在家庭
间传染。

根据卫福主管部门“疾管署”最
新统计，上周肠病毒门急诊就诊人次
高达 11592 人，较前一周上升 5.4%，
超过流行阈值11000人次，宣布正式
进入肠病毒流行期。

据“疾管署”疫情中心透露，

岛内 2017 年已累计 6 例肠病毒重
症，一共检出 26 例肠病毒 71 型轻
症个案，显示社区中持续有肠病
毒 71 型病毒在活动，家长千万不
能掉以轻心。

“疾管署”表示，往年肠病毒早在
4 月就进入流行期，今年晚了 2 到 3
个月，加上已经放暑假，研判短期内
疫情冲高机率不大；不过，等到 9 月
开学后就应注意是否出现另一波大
流行。 ■何自力 齐湘辉

台湾进入肠病毒流行期

近距离观察中关村科技英才

《中关村笔记》以人为经，以事为
纬，着力写活一个数学天才、一群科
技奇才，勾勒出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
进程而长足崛起的中国硅谷——中

关村发展史略。
一个数学天才，是指冯康。冯康

是谁？作者一开始提出的这个问题，
相信数学界以外的人士都不甚了

了。但经过作者从“两弹一星”复杂
的数学计算工程细细道来，人们发
现，这个冯康实在不简单。与此同
时，还完成了“无黏超音速绕流数值
计算和初边值问题差分方法研究”重
大项目，不仅为“两弹一星”作出了特
殊的贡献，而且以对“有限元方法”发
掘与研究，蜚声国际数学界，成为与
华罗庚、陈省身齐名的中国三大数学
家之一。作者用了很多笔墨，既写冯
康在数学研究上的孜孜不倦，又写他
在培养新人上的倾其所能。冯康紧
紧瞄准学科前沿问题的学术高度，注
重助推学科新秀脱颖而出的伯乐气
度，始终怀揣科学兴国理想的奉献精
神，既使他的个人形象不断高大伟岸
起来，又从更深的层次解读了中关村
这个科技之城何以不同凡响。

《中关村笔记》的前半部分，冯康
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作者用了很多
气力，很大篇幅，乃至接近数学专业
的学科梳理与文字表述，来聚焦这个

“幕后英雄”，来描写这个数学天才。
在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冯康其人，在
中国还是“最神秘的”；而冯康的故
事，“差不多都在历史的皱褶中”。事
实上，《中关村笔记》对于冯康浓墨重
彩的书写，确实让这个数学大师显露
出其超尘脱俗的非凡真容与熠熠光
彩，而这也必将使这个鲜为人知的大
数学家走出神秘而封闭的数学王国，
为更多人所知晓，所颂扬，所敬仰。

一群科技奇才，是指柳传志、王
选等信息科技领域的先行者。他们
中的不少人，不愿被平庸羁绊，不甘

被世俗埋没，率先砸破“铁饭碗”。这
使他们的科技之路充满风险，他们的
创业过程格外艰难。可以说，这些科
技英才们的贡献，不只是极具创造性
地做出了“方正汉字照排系统”“五笔
输入法”“驭势科技”等重要发明与领
域开拓，创办了首批信息科学技术公
司，营造了一批著名企业与知名品
牌，他们更大的作用，是突破旧有的
科技体制，促动新的体系诞生，走出
了科技研究的窠臼，实现了科技产品
的广泛应用。他们是具有改革家和
科学家双重身份的先行者，他们弄时
代新潮，开风气之先，使中关村的科
学与科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殿堂
走向社会，从中国走向世界。他们每
一个人的故事，都是充满奇思妙想的
理想之歌，同时也是内含悲壮意味的
创业之歌。而其中最为动人的旋律，
是科技之思与报国之志完美结合所
构成的高远志向与崇高情怀。而这
些科技精英，正是中关村的内核所
在；而精英们身上葆有的信念与情
怀，正是中关村的灵魂所在。可以
说，当代中国在信息技术上的奋起直
追，以及在一些领域里的后来居上，
最能表明切实成就的，是中关村；最
能揭示个中秘密的，也是中关村。
而《中关村笔记》以非虚构文学的特
有方式所做的中关村探秘，述说的
就是中国科技工作者通过众多个人

“科技梦”实现民族“中国梦”的不懈
追求，记录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信息科技领域里突飞猛进的
一个缩影。 （来源：新华读书）

《中关村笔记》
宁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柔软的宇宙：相对论外传》
从科学家的独特角度描述一段跨
越 200 年的物理学史，以评书风格
进行书写，呈现了一个让人“三观
尽毁”、脑洞大开的人类智慧探索
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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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多珍重》
作者：丰子恺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柔软的宇宙》
作者：吴京平
出版社：时代华文书局

《此生多珍重》是关于文艺大
师丰子恺的经典散文的漫画本，
将他的散文和漫画一并呈现给读
者，全面收录了《弘一大师》《送阿
宝告别孩提时代》等 40 篇经典佳
作。书中的漫画都是原版复制，
典雅可爱，且采用特种纸印刷，色
彩雅致，触感温润，可堪赏玩，体
现了一种有趣、有心、有情的人
生哲学。

《日本新中产阶级》
傅高义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中产阶级崛起如何改变日本社会？

《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是美国
最为著名的东亚研究专家、哈佛大学
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傅高
义在1963年出版的民族志作品，也开
启了他的东亚学术生涯。与傅高义
之后出版的《日本第一》、《邓小平时
代》等先后引发过巨大影响的作品不
同，《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写作及调
查，是在傅高义对于东亚文化、日本
社会并无深厚了解的背景下进行的。

1958-1960 年，傅高义和妻子苏
珊娜在日本东京东郊的一个被称为
Mamachi（M町）开展田野研究，深入
当地居民尤其是工薪家庭的生活。二
战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经过短暂
的发展低迷，由美国扶持推动走上了
经济复苏崛起的道路。经济高速增长

的力量，对于日本社会和文化也形成
了冲击。日本经济此时已深度地卷入
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日本企业需
要面向欧洲和美国市场，这一切都意
味着过去以来的商业文化、职场文化，
都需要被重新定义。而被称为“新中
产阶级”的新阶层的涌现，则进一步带
动了日本家庭与文化的变革。

这一切对于傅高义夫妇当初的
研究创造了机遇，也带来了困难。20
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不同于战前
时期，如果仅仅根据战前日本本国学
者及外国学者的描述与定论，形成定
势思维，对于当时日本社会与文化的
变化趋向就有可能视而不见。幸而
傅高义夫妇在当时摆脱了简单化的
美国-日本比较研究，而寻找到一个

富有价值的视角，即日本新中产阶级
的崛起及其影响。通过深入调查了
解与广泛交流，傅高义敏锐地挖掘出
了转型之中的日本社会的重要特质，
而这种特质还将陆续出现在日后上
演都市化、工业化进程的韩国、中国
台湾、中国内地。

《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的另一
大看点是，傅高义试图梳理出急速推
进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对于日本家
庭、家族关系以及社区生活带来的影
响。上班族个体的生活方式、娱乐消
遣方式，出现“西化”特征，这并不令人
奇怪，这方面转型变化往往也很快。
但家庭、家族、社区的结构与互动关系
的转变，就要缓慢许多，需要观察者通
过大量个案的调查，经过缜密分析才
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值得一提的
是，傅高义夫妇在出版这本书之后的
几十年里，与M町社区的受访对象家
庭保持着联系，继续追踪和分析受访
者生活模式的转变。可以说，傅高义
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也向社会
学、人类学同行示范了规范的社会学
研究、民族志调查与协作方式。

全书第一部分主要分析日本战
后涌现出的新中产阶级这一现象。
M町恰好就聚集着新中产阶级，这里
并非郊区中心地带，公共设施也颇为
匮乏，上班族每天需赶往东京市中心
上班。傅高义注意到，日本上班族的
社会关系被严格局限在其工作圈和
家庭范围之内，周末也只能进行最简
单的娱乐——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将
非常完整地出现在日后都市化潮流
中，韩国与中国的上班族家庭。

傅高义还考察了日本青少年的
升学竞争，即成为上班族而展开的学
位竞争，指出竞争激烈反而使得人们
有意寻求安全感，希望找到一份稳定
的工作，而不是到新兴行业寻求创新
创业机会。这项观点被湮没在全书
叙述之中，但非常富有远见。美国社
会的创新创业热潮，如20世纪70-80
年代造就计算机的创业风潮，同样源
自经济繁荣，年轻人就业压力较低的
时代。而近年来，创新创业热潮同样

出现在我国内地，这跟劳动力供给关
系发生重大转变，年轻人就业不再面
临过大压力密切相关。

全书第二、三部分考察了日本新
中产阶级的家庭、家族关系。首先是
上班族的生活消费，这已经与过去的
日本家庭消费模式有了较大差别，开
始接近于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当然，日本家庭更愿意量入为出，积
攒储蓄。再来看，日本新中产阶级家
庭的政治观念。20世纪50-60年代，
日本居民已经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
去的军国主义、殖民主义观念，希望
获得与他国建立平等关系，开始学会
用公民的视角去看待权力、义务及处
理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傅高义留意
到，日本上班族热衷在组织内部结成
密切交往的社群，而家庭主妇之间也
会建立相应的聚会、交流——这项判
断同样具有很强的前瞻性，美国都市
化、工业化造就了更强的社会疏离，
使得人们陷入空前孤独，而在日本，
职业竞争等多方面的压力却使得很
多人愿意寻求社群关系。书中还考
察了日本上班族在价值观念方面发
生的其他转变。

在谈到日本社会中的家族关系
时，傅高义指出，约束小家庭的家族规
则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仍然在发挥
作用，但影响力不可避免地发生弱化，

“许多人无法找到‘家（族）’的积极价
值……尤其是家长的恣意统治、本家
对分支家庭的操控和对家族传统的过
分强调视为封建残余”。这种心理在
年轻一代获得经济自主、择业自主、婚
恋自主后进一步提升，使得家族准则
越来越接近为象征性的要求。

傅高义在书中第四部分指出，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日本东京等大城
市，新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得家族、社
区、社会秩序都在面临重组。虽然，
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多少
有些乏味，但因为赋予了年轻一代的
自主权，再加之日本大众媒体、图书
对于新生活方式的宣导，从而在社会
上产生着持续的引导作用。

（来源：新华读书）

《慢悠漫游城下町》收录了安
西水丸走访日本 20 个城下町的旅
游日志与心情素描。全书散落着
水丸从幼年时期到成为知名插画
家的各个重要人生转折点的小插
曲，以一段插曲带出一个古城，水
丸畅谈城下町的历史、城下町的
现在。

《慢悠漫游城下町》
作者：安西水丸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