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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然产品到底含什么菌
四种生活方式预防老年痴呆

医学专家“在线值班”

海洋酸化加剧全球变暖

寿命受母系遗传影响更大

据新华社 发表在新一期英国
《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的一份报告
称，海洋酸化将加剧全球变暖，同时
对海洋生物和食物链等造成威胁。

报告称，此前研究普遍认为，二
氧化碳排放导致全球变暖，而海水会
通过吸收二氧化碳缓解这一状况，但
这些研究没有考虑吸收二氧化碳导
致的海洋酸化对气候产生的影响。

最新研究发现，海洋中的浮游生
物会释放一种叫做二甲基硫的含硫
化合物。这种含硫化合物进入大气
后生成的颗粒可帮助反射太阳光，从
而降低地球表面温度。海洋酸化会
导致这种含硫化合物浓度大幅降低，

从而使全球变暖加剧。
据估算，在过去 200 年间，海洋

共吸收约5250亿吨二氧化碳。
报告说，海洋不断吸收二氧化碳

的代价，就是持续降低海水 PH 值。
除加剧全球变暖之外，海洋酸化还可
能对海洋生物、食物链和生态系统造
成多种有害影响。

根据来自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
管理局的数据，自从工业革命以来，
海水 PH 值已经从约 8.16 降至 8.05。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海洋问题
研究中心解释说，海水PH值下降约
0.1个单位看起来没多大，但却代表
海水酸度增加了近30％。 ■郭爽

据新华社“恒天然毒奶粉”事
件 28 日上演“神转折”：新西兰官方
称，恒天然乳清蛋白粉里所含的细
菌并不是可能致毒的肉毒杆菌，而
是与之相似的梭状芽孢杆菌（又称
生孢梭菌）。

普通消费者不禁会问：这也能弄
错？生孢梭菌又是一种什么菌？

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当天宣布，多
达195次的追加检测结果表明，恒天
然产品中检出的微生物是生孢梭
菌。它不会像肉毒杆菌那样产生出
致命的肉毒素，迄今也未曾报告过与
生孢梭菌有关的食品安全问题。

换言之，生孢梭菌的性质不像肉
毒杆菌那么严重，只是如果含量过高，
生孢梭菌也有可能导致食物腐坏。

那么，检测机构怎会摆出这么离
谱的“乌龙”？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微
生物学专家苏西·怀尔斯对媒体介绍
说，生孢梭菌实际上是不产生毒素的
肉毒杆菌分离菌，“也就是说，这两种
菌（肉毒杆菌和生孢梭菌）几乎是一
样的，唯一区别在于是否含有负责编
码生成肉毒素的基因。”

这位专家介绍说，检测微生物污
染有多种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分
离出菌株进行培养，然后进行相应的

生物化学试验确定菌种；或者也可以
通过寻找微生物中特定的 DNA（脱
氧核糖核酸）序列来确定菌种。但对
于肉毒杆菌和生孢梭菌来说，这两种
检测法根本无法分辨。

此前，肉毒杆菌一词曾引起消费
者对恒天然产品的极大恐慌。实际
上，真正有毒的不是肉毒杆菌本身，
而是它在厌氧环境中产生的肉毒素
（又称肉毒毒素）。肉毒素是一种毒
性非常强的物质，不到1微克就可以
致人死亡。也正因如此，恒天然这起
食品安全事件迅速引起全球关注。

■张忠霞

据新华社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
会人口的逐渐老龄化，老年痴呆已
成为我国不可忽视的公共卫生难题
之一。这种疾病不仅会给患者带来
巨大痛苦，也会影响到家庭、工作和
社会生活。

专家表示，目前在现代医学领
域对老年痴呆症还没有根治的良
方，但掌握四种生活调理方式可有
效预防和缓解“老年痴呆”。

一是多动脑。天津市鹤童老年
痴呆症协会老年病研究专家、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养老护理考评员赵平
指出，研究表明，经常进行脑力活动
的人发生脑力下降的危险比一般人
群低，因此，保持大脑活跃有助于大
脑中某些“线路”有效运行。所以，
老年人经常进行阅读、写作等刺激
认知的活动对大脑具有保护作用，
可延缓认知障碍症的出现。此外，
填字游戏、数读游戏、摄影、表演、学
外语、演奏乐器、猜谜语、做手工等
智力活动，既可以降低老人患此病
的风险，也可以减缓病情的发展。

二是多吃巧克力。研究发现，
每天喝两杯热巧克力，有助促进大

脑血液循环。赵平表示，血液流通
量较低的老人饮用巧克力后，大脑
血液流通量增加，记忆力会有所提
升，可治疗及预防老人痴呆症。

三是定期刷牙。赵平介绍说，
痴呆症患者脑中一种细菌名为“牙
龈卟啉单胞菌”，是引发牙周病的一
种主要细菌。虽然这种细菌主要生
存于口腔内，但它们可在咀嚼过程
中或牙科手术时进入血液循环并进
入脑部，之后它们会在脑部引发过
度免疫反应，导致免疫系统释放出
化学物质“误杀”脑细胞，造成记忆
力丧失、思维混乱等痴呆症症状。

“这种影响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而是由细菌的不断积累所造成的，
因此注意平时口腔卫生、定期检查
口腔健康状况，可有效降低生成老
年痴呆症的概率。”

四是多亲近花草。赵平表示，研
究发现，在花园中老人更容易被说服
和鼓励。“花花草草可以以多种形式
有效增强老人的脑部能量，对痴呆症
也有缓解作用。因此，有条件的可以
在家中多养些花草，没条件的可以多
去公园走走，亲近花草。” ■周润健

据新华社 手术室内，佩戴着3D
眼镜的医师在手术台上忙碌，但这不
是在看电影，而是应用3D高清技术
实施腹腔镜手术。专家指出，3D 技
术在腔镜手术中的应用，提高了外科
医生的手眼配合度，能有效减少手术
失血量，并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

27日上午9时，南昌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新外科大楼 15 号手术间，手
术医师佩戴一副“墨镜”目不转睛地
盯着手术台旁的一个长方形液晶显
示屏，为一名 51 岁女性膀胱癌患者
在腔镜下实施手术。在一旁标有

“3DHD”的显示屏上，患者腹腔中的

脏器似乎触手可及，血管结构层次分
明，立体效果宛如看3D电影一样。

主刀医师王共先教授告诉记者，
在腹腔镜手术中引入3D高清技术，
其模拟双眼三维立体成像和视野高
清放大效果，极大地改善了腹腔镜医
生对深度的感知，能为医生提供更精
确的空间定位。整台手术在三维腹
腔镜下操作时间约4小时，与二维腹
腔镜下操作时间几乎相同，但手术失
血量更少，约减少三分之一。

参与手术的南昌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泌外科研究所副主任傅斌介绍，
3D高清腹腔镜手术适用于所有可实

行腹腔镜手术的病人，且不增加患者
经济负担，手术收费标准和普通腹腔
镜手术标准一样。随着技术的推广
普及，今后在普外科、妇产科、胸外
科、耳鼻喉科等手术中均将使用到
3D技术。

据介绍，2011 年在德国东部城
市莱比锡召开的欧洲腹腔镜技术大
会上，来自中国、美国、欧洲部分国
家的医生首度展示了在腹腔镜手术
中使用3D影像传输技术，标志着3D
腹腔镜技术进入临床医学实际应用
阶段。2012 年，3D 腹腔镜技术引入
中国。 ■高皓亮

据新华社 北京市卫生局、北京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从 9 月份开
始，在“首都E健康”网站推出网络直
播栏目《值班医生》，邀请北京医疗
卫生领域的权威专家“在线值班”，
就网友普遍关心的健康问题与大家
在线互动交流。

“首都E健康”网站由北京市卫
生局主办、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提供技术支持。北京市卫生局介
绍，《值班医生》实行周播制，每周三
10时至11时在“首都E健康”网站在
线直播，每期选一个主题和一个专
家。专家在直播期间通过视频形式
与网友见面，解答网友提问。网友

可根据专家诊疗及研究方向，在栏
目直播时间通过视频向专家咨询最
关心的健康问题；也可提前通过微
博向专家提问；错过直播的网友可
以在“首都E健康”网站点播收看往
期节目。北京市卫生局每月底将对
下月各期栏目主题及值班专家进行
预告，每周末对下周的栏目主题进
行问题征集。

《值班医生》将在9月4日首次播
出，邀请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青少
年心理健康专家郑毅教授“在线值
班”，在开学伊始，就大家关心的青
少年心理行为等问题与家长、老师
们进行互动交流。 ■李亚红

据新华社 武汉的郭女士牙周炎
反复发作，不料口腔科医生给她做完
对症治疗后，建议她去内分泌科。专
家提醒，牙周炎是糖尿病并发症之
一，“糖友”如反复发生牙龈急性脓
肿，大多与血糖控制不佳有关。

今年56岁的郭女士上周开始牙
龈有点红肿，疼痛越来越厉害。武汉
市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程志刚检查
发现，郭女士有五六颗牙齿牙龈发炎
红肿，牙齿上的牙菌斑积了厚厚一

层，口腔卫生状况比较差。
医生询问病史了解到，郭女士患

糖尿病 6 年，一直口服降糖药，最近
血糖不稳定，餐后血糖超出正常值近
一倍。程志刚认为，郭女士的牙病与
血糖升高有很大关系，进行消炎、控
制感染后，建议她去内分泌科治疗，
在控制好血糖后再做后期治疗。

程志刚介绍，临床上很多糖尿病
患者会出现牙龈肿痛、牙齿疼痛等症
状，有的甚至会出现如牙龈红肿、流

脓等情况。血糖高会使人体免疫力
降低，口腔内微生物在免疫力下降时
会成为致病微生物，造成感染，引起
牙周炎，加上糖尿病对人体微循环的
破坏，使感染难以控制。而牙周炎没
控制好，又会进一步影响血糖控制。

专家提醒，糖尿病患者如反复发
生牙龈急性脓肿，在治疗牙周疾病的
同时，应请内分泌科医生进行糖尿病
诊治。糖尿病患者平时应注意口腔
清洁，定期到口腔科检查。■黎昌政

据新华社 英国新一期《自然》杂
志刊登一项最新研究称，寿命受母
系遗传影响更大，因为线粒体中的
一些基因变异会影响后代寿命，而
线粒体基因组只属于母系遗传。

这项研究由德国马克斯·普朗
克研究所和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研究
人员共同完成。他们通过动物实验
发现，如果在雌性实验鼠的线粒体
DNA中诱发一些特定的基因变异，
它们的后代平均寿命仅为 45 周左
右，比正常雌鼠后代少活约 10 周。

此外，这些有遗传缺陷的实验鼠还
出现了脑损伤、运动功能障碍等衰
老加速的症状。

线粒体是细胞中的“动力工厂”，
为细胞的生命活动提供动力和场所。
线粒体中的一些基因变异会逐渐削弱
其为细胞提供能量的能力，虽然衰老
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但线粒体损伤
的不断积累无疑是与之相关的最重要
因素之一。他们将进一步研究影响人
类寿命的线粒体基因变异，探索延
缓衰老的方法。 ■刘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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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艺展让更多市民亲近科学
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人会怀疑科学

与艺术有内在的相通性，但在10年前，
这还是个需要普及的概念，就在那时，
上海市科协做了一个“前卫”的决定，挖
掘上海的科技艺术资源，在上海每年举
办一届国际科学艺术展（下称“科艺
展”），以此让更多市民亲近科学、参与
创新。第十届科艺展倡导的科艺相融
的理念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了吸引力，
而其本身也已成为广大市民期盼的“科
学嘉年华”。

上海科艺展总策划、艺术总监吴亚
生是位艺术家，自从当了科艺展的策展
人，他常被科学探索中所透露出来的美
感所震撼。有同样感受的不止他一个，
科艺展创办之初，其实就是一个科学家
与艺术家的交流平台，这时候的它离公
众还有些远。

曲高必定和寡，科艺展究竟要走高
端还是大众路线，主办方曾有过争论。
吴亚生认为，科艺展应是“科”字打头，
它的本质应该是为大众做科普，激发市
民的创新思维。树立了这个理念后，办
展思路更加清晰了。从第三届科艺展
开始，科艺展增加了互动作品的比重，
本届科艺展上的互动项目更是达到了
60%。一方面，这得益于技术的发展，如
果没有互联网、信息传感技术的支持，
很多交互是不可能实现的；另一方面，
也是缘于科艺展大众路线的确立。

“有些展览很好看，但看完之后人
们就忘了，我们希望人们看完我们的展
览，能留下些思考，特别对孩子来说，这
些思考能激发他们探索未知世界的热
情。”中科院院士陈凯先也是大众路线
的支持者。

“漂浮城市”是吴亚生颇为得意的
一组作品。这组作品被邀请到澳门展
出后，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澳门的信：一
个中学生告诉他，自从看到未来的房子
可以漂浮在空中后，他就一直想象着在
被云朵包围的音乐厅里听演奏的场景，
他参加了物理兴趣小组，希望能够亲手
建造那样的房子。吴亚生说：“哪怕我
们只有一幅作品能让参观者看后有所
思考，能促发他们的科学热情，我觉得
这个展览就是值得的。”

与公众交互的理念不仅给科艺展
带来了亲和力，也增加了它的生命力。
据主办方说，科艺展的参展人数以每年
20%－30%的速度递增，它已成为上海
滩颇有影响力的一场年度盛会。

科学与艺术的火花 好玩又好懂
上海国际科学与艺术展“融合——十年纷呈”

天体不遥远，触摸便可及
去年，亚洲最大的全方位可转动射电望远镜——上海65

米射电望远镜在上海天文台落成，它能观测到百亿光年外的
天体。为了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其工作原理，今年科艺展期
间，市民可以在展区亲身体验，通过触摸展厅里一根4.8米长
的感应扶手，了解射电望远镜的工作原理，与“光家族”亲密
接触。

在这根感应扶手内部有数十个电磁感应模块，参观者只
要触碰到不同的位置，前方银幕就投影出相应波段探看到的
太阳、半人马星座、蟹状星云、旋涡星系和天线星云等影像。
最终观众眼前无线电波段视域中的星空，与射电望远镜利用
无线电波探测到的宇宙一个样。

院士不古板，艺术也在行
公众印象中十分严肃的科学家、院士们也将展示他们多

才多艺的一面。碧波、云海、飞鸟……院士们用镜头捕捉下
的精彩一刻出现在此次展览中。除了摄影，多位院士还展现
了他们在书法、绘画、篆刻等领域的艺术才华。其中，身为国
内外著名的遥感科学领域科学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金亚秋，
同时还对绘画颇有心得。他展示给市民的是一幅杨福家院
士的黑白画像，以及一幅科学家眼中的地球画像。

在这些院士作品中，我国流态化技术的开拓者郭慕孙院
士设计和制作的“几何动艺”极具特色。他创作的《五环动
艺》灵感来自奥运五环标志。五环由细线连接，悬挂起来后，
只要有气流就能带动五环运动起来。而几何动艺这种“工艺
品”看似用料简单，只需细线、铁丝、硬纸板就可完成，但是创
作起来却并不容易，不仅需要建立数学模型、有严谨的力学
分析和计算，还需工艺上的反复制作和调试。

7D不是梦，亲身可体验
在3D、4D电影大行其道之时，本次展览推出了7D影院

互动体验。除了传统的3D感觉，这次观影者还能感受到风
暴、雷电、撞击等情境。在增加听觉、视觉、嗅觉、触觉以及动
感体验的基础上，影院还提供手持式道具，观影者可以在电
影里身入其境参与“战斗”，增强了人与人、人与电影之间的
互动。

在本次上海科艺展期间，市民可欣赏到《海底隧道》、《冰
山历险记》两部7D电影，但由于场地有限，体验馆一次只能
容纳6位观众体验，观众想要尝鲜，还需耐心排队。

今年，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辰山植物园，也
首次参加科艺展，为市民展示信息、材料的新技术应用，以及
植物科学猜想。

辰山植物园展区设置了“植物之美”板块，引导观众探寻
植物的美丽和奥秘。为什么果实绝大多数是球形的？牛仔裤
最初用的是什么植物染色的呢？兰花是怎么骗昆虫来为它传
粉的？展项设计了很多有关植物的问题，供参观者探索。

■记者 刘竹一

本报讯 科学深奥难懂，艺术空灵高雅，两相结合会擦
出怎样的火花？上海国际科学与艺术展给出的答案是：好
玩又好懂。通过科普化、特效化和可视化的尖端科学装
置，展览引领观众参与互动，打开科学视角，引发好奇心，
让寻常百姓也能充分感知和领略重大科技项目给人们生
活带来的变化。

8月28日至9月2日，2013上海国际科学与艺术展在
上海展览中心举办。本届展览展出规模达6000平方米，共
展示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瑞士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550
件创意互动作品，运用现代技术展示方法来推介科学与艺
术融合的当代运用成果，把科学与艺术融合的精彩片段呈
现给观众。这也是科艺展创办以来的第十个年头，展览以

“融合——十年纷呈”为主题，汲取了历届精髓。
自2004年，首届上海国际科学与艺术展创办以来，展

览始终遵循“让科学走进大众，让艺术融入生活”，使得“科
艺展”离真正的、吸引百姓的科学越来越近。同时，十年科
艺展也为上海工业设计能力的提高和创意产业发展，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思维活力和科学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