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基因检测能“剧透”孩子天赋

流言：
采集孩子的口腔黏膜细胞样本，就能用

基因技术分析智商、情商等指标，评判孩子

未来能否成才。

真相：
天赋有很多种，但是目前没有任何一

个实验和文献研究证明天赋与人类哪些特

定的基因有关。因此，这样的检测没有科学

依据。

从科学本身来讲，基因决定性状是一个

基本的概念，但是基因与基因之间的关系非

常复杂。如果一个人带有与某个性状相关的

基因位点，但这个基因位点可能与另外很多

其他的基因位点相互作用，这些基因之间相

互作用的调控网络非常复杂，目前的这些调

控网络是没有研究透彻的。现在的科研人

员，对绝大多数基因的功能并不清楚。检测

机构说的位点与天赋关联的准确率可以达

到 99.7%，是没有依据的。

2.中国科学家测定月球年龄为20.3亿年

流言：
中国科学家分析研究了由“嫦娥五号”

带回来的月球样品，并且最终精确测定出了

月球的年龄为 20.3 亿年。

真相：
科学界普遍认为，月球的实际年龄在

40亿年以上，且接近 45亿年。“月球年龄为

20.3亿年”的说法是对近期月壤研究成果的

误读。

首先月壤年龄和月球年龄不是一回事，

本次研究精确测量的是月壤中的月球玄武

岩。月球玄武岩是月幔部分熔融形成的岩浆

经火山喷发至月球表面冷却结晶形成的岩

石，并不能代表月球的真实年龄。中国研究

者精确测量出月壤样本的年龄为“20.3 亿

年”，代表了迄今发现的最年轻月球火山活

动时间，但并不是月球诞生至今的年龄。

3. 航天员不能是近视眼，因为太空中不
能戴眼镜

流言：
航天员不能是近视眼，不能戴眼镜，因

为在太空中戴眼镜可能会带来意外伤害。

真相：
航天员的选拔标准确实很高。不过，目

前低度近视也是被允许进入太空的。在飞行

任务的上升段，存在火箭震动、过载等复杂

情况，如果航天员佩戴框架眼镜，可能会导

致碰撞等问题，所以航天员在该阶段不会佩

戴框架眼镜（可佩戴隐形眼镜）。空间站环境

相对稳定，可以正常佩戴框架眼镜。

多年来，航天工程技术已经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任务环境对航天员身体素质的要求

不再严苛；另一方面，未来我们需要更多一

线研究人员“上天”进行科学研究。显然，用

近视与否作为硬性标准选拔科研人员并不

合适，所以低度近视者如今也被允许进入太

空。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高度近视者仍然不

能进行宇宙航行。毕竟高度近视者坐过山车

都可能视网膜脱落，就更不可能承受火箭发

射时的巨大加速度了。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

曾介绍，任务不同航天员的选拔标准也不

同，“从视力角度来讲，高度近视不行，低度

近视还可以，我们非职业的载荷专家航天

员，好几个都是戴眼镜的。”

4. 电水壶烧的水损伤神经还致癌

流言：
电热水壶内胆属于不锈钢材质，里面含

有锰元素，在烧水的过程中锰元素会析出。

长期摄入，可导致体内的锰超标，从而损伤

神经，甚至致癌！

真相：
电热水壶的制作材料中虽然含有锰，但

其是以致密组织存在的，日常煮水很难解析

出来———即便是持续翻煮 1000 小时以上，

能析出的锰元素也是很有限的，对人体的影

响基本可忽略不计。

只要购买的是正规产品就是安全的，没

有中毒、致癌的风险。购买不锈钢热水壶，应

选用 304不锈钢、316不锈钢等食品级不锈

钢，或是选择带有“执行标准 GB 9684-2011”

或“食品接触用”标识字样的电热水壶。玻璃

热水壶，应选用高硼硅玻璃，其性能稳定，材

质安全，且不容易生成水垢。

陶瓷电热水壶，如果是彩色的，可能析

出重金属有毒元素，建议最好选择内壁无颜

色、无图案的。

5. 网红“防猝死套餐”可以预防猝死
流言：
由辅酶 Q10、鱼油、叶黄素、维生素 D3

等保健品组成的“防猝死套餐”，每天坚持服

用可以预防猝死。

真相：
医学上不存在标准的“防猝死套餐”组

合。辅酶 Q10、鱼油等均属于保健品，目前没

有医学指南或共识表明服用这类保健品能

有效预防猝死。

目前，心源性疾病占猝死总人群的 80%

以上。心血管疾病患者往往还伴有高血压、

糖尿病和高脂血症，通常会服用多种药品，

如果再服用保健品，一方面会加重肝脏或肾

脏负担，另一方面也将增加药物间相互作用

的风险。保健品并非药品，已有明确心脏疾

病患者服用前一定要经过科学的评估检查，

咨询医生，不要自己盲目服用，特别不能因

此停用或减少治疗药物。

在预防猝死方面，对于先天性心脏疾病

患者，建议定期体检，尽早发现高危因素，及

时治疗；对于大多数人群，要避免不良的生

活习惯，建议控制体重、保证充足睡眠、保持

心情稳定、避免暴饮暴食、多吃新鲜的蔬菜

水果和坚果、适度增加运动。

6. 睡光板床可以治疗腰椎病
流言：
睡硬床可以治疗腰椎病，饱受腰椎病痛

困扰的人最好选择光板床睡觉。

真相：
人体正常脊柱生理结构有四个生理弯

曲，即颈曲、胸曲、腰曲和骶曲。如果床垫过

于柔软，则不能提供适当的脊柱支撑；而床

垫太硬，则会过度依赖肩、髋支撑，同样会造

成脊柱扭曲；中软床（硬板床）能够更好地适

应人体曲线，脊柱扭曲最小。

但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认为“硬板床”

就是指硬床、光板床。其实，硬板床是相对于

欧美人习惯的软床垫而言的，硬板床不是指

硬床，更不是光板床，在其硬板上还要铺若

干垫褥。

那么，如何把握床板上床垫的硬度呢？

要记住“3:1原则”，即床垫不能硬到不变形，

也不能变形太大。3厘米厚的床垫，手压时

下陷 1厘米，10 厘米厚的床垫下陷 3 厘米，

这样的比例软硬适中。

然后，平躺在床垫上，伸手在脖子、腰部

和臀部到大腿这三个明显弯曲的地方摸一

摸，看是否有空隙。再向一侧翻转身体，用同

样的方法试一下身体曲线凹陷部位和床垫

之间是否有空隙。如果手能轻易在缝隙中穿

插，就说明床太硬了；如果手掌紧贴缝隙，就

证明此床垫贴合人体曲线。

此外，选择床垫时除了参考软硬度和贴

合度，还需要参考三个因素：性别、体重、年

龄。女性适合有弹性的床垫，男性则适合相

对较硬的床垫；身材纤瘦适合稍软的床垫，

肥胖之人要睡硬一点的床垫；婴幼儿要选择

中等偏软的床垫，儿童和青少年则不宜睡过

软的床垫，以免对生长发育造成影响；老年

人韧带松弛，尤其是骨质疏松症患者，建议

选用略微偏硬的床垫。

当然，缓解腰痛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不要幻想换一张床或者换个床垫就能彻底

解决。日常的保养和康复锻炼、避免过度使

用腰椎、出现问题时积极应对，都是缓解腰

痛的重要环节。

7. 食用含碘盐可预防核辐射

流言：
通过食用碘盐，能够预防放射性碘在甲

状腺的蓄积，以达到保护甲状腺的目的。

真相：
通过食用含碘盐防核辐射的想法，并不

可取。

我国食盐加碘的目的是防治碘缺乏病。

环境缺碘地区通过食盐加碘，可以安全、便

捷、长期地对全民进行碘营养的补充，避免

碘缺乏病影响居民健康。根据我国《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碘含量》规定，加碘食盐

中的碘含量为每公斤 20mg-30mg。

在核污染事故中当人体摄入放射性碘

后，主要蓄积在甲状腺内，发生初期保护甲

状腺需要 1次摄入“稳定碘”100mg，相当于 1

次摄入 3kg-5kg食用碘盐。《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2022）》中明确提出，“成年人每天摄入

食盐不超过 5g”，如果过量摄入，会对人体

各个脏器造成严重的负担，会诱发或加重心

脑血管疾病以及慢性肾病，严重者可能造成

脱水，甚至死亡。因此，想通过食用含碘盐防

核辐射，不可取！

8. 身份证会被手机消磁
流言：
身份证中有磁条，和手机放在一起就会

被手机消磁。

真相：
目前广泛使用的第二代身份证采用的

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内部根本没有磁条，

也就不存在被手机“消磁”的情况。

当我们“刷身份证”时，刷卡设备会发出

射频信号，此时身份证中的线圈通过电磁感

应获取能量，为自身短暂供电，完成一次信

息交换，阅读器读取信息并解码后送到数据

处理系统，就完成了一次身份证核验。

如果身份证存在无法读取数据的情况，

一般是芯片或线圈损坏造成的，所以我们在

使用身份证的过程中，要避免扭曲，重压或

者放置在高温下，以防芯片和线圈受损。

9. 相机像素越高，拍出的照片越清晰

流言：
相机的像素越高，拍出来的照片就越

清晰。

真相：
相机成像效果由镜头和机身共同决定，

不能单纯追求高像素，相机像素与照片清晰

度之间的关系并不绝对。

影响图像质量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信噪

比、空间分辨率、对比度等。比如拍月亮，如

果想把月亮拍得比较清晰，首先需要一个长

焦镜头，镜头焦距越长，分辨细节的能力越

好。再配合一个高像素、大尺寸的 CMOS探

测器，提升相机的分辨能力，就能拍摄一张

很清楚的月亮照片。如用一般手机对月亮成

像，并没有单反相机拍得清晰，但单反相机

的像素不一定有手机的像素高。

10.“倒挂控水法”能救溺水者
流言：
溺水死亡的人可以救回来，只要提起双

脚倒立抖两下，水从嘴里出来后进行心肺复

苏就能救活。

真相：
溺水者的呼吸道内通常只有少量的水，

水会被肺泡吸收，导致气体交换功能受损、

肺部损伤和血液中氧气不足（低氧血症）。倒

挂控水并不能补充溺水者血液中的氧气，控

出的水也大部分为食道和胃脏中的水。对于

已经发生心跳呼吸停止的溺水者，及早开始

心肺复苏术才能拯救患者。

抢救溺水，要记住“一不做四做”。“一不

做”指溺水者营救上岸后，一律不控水。网上

那些倒背着溺水的孩子四处跑的方法，是绝

对错误的，不可能将水排出体外，还可能让

溺水者胃中的食物倒流，加重呼吸困难。“四

做”是处理溺水者的四个正确步骤：

第一，立即将溺水者救离水中，迅速判

断是否呼吸、心跳停止。第二，拨打急救电话

120，就近取来 AED。第三，对呼吸、心跳已停

止者，立即进行心肺复苏，仍应按 ABC（开放

气道—吹气—按压）的复苏操作顺序。如无

呼吸、有心跳，则只吹气（每分钟 12～16次），

无须做胸外心脏按压。第四，如有外伤，及时

处理，尤其头、颈部损伤。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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