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上各种能量手环受到不少年轻
人的推崇，特别是量子能量手环，更是戴
上了高科技的光环。按其产品广告的宣
传，经常佩戴量子能量手环可以促进血液

循环，加快身体新陈代谢，有助于健康。
其实，所谓的量子能量手环改善健康是彻
底的伪科学。最新一期的“科学”流言榜
带你了解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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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蒸汽眼罩采用自发热控温技术，使空
气中的水分与金属粉在眼罩内部形成发热体，生
成细微温润的水蒸气，使得眼部组织温度升高。
它能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调节睑板腺功能，改善
干眼症状，缓解眼部疲劳。但对其使用一定要遵
循科学的使用方法，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损伤。

有些商家宣称“戴蒸汽眼罩睡觉可护眼、助
眠”，部分产品标注“X小时持续发热”，暗示整夜
使用无害。这是值得警惕的。

首先，低温烫伤比你想象的更易发生。若50℃
左右的温度长时间接触皮肤，虽然体感无疼痛，但
热力会慢慢渗透进皮下软组织进而引起烫伤。近
期市场监管总局的一项监测显示，市面上超35%的
蒸汽眼罩实际温度可达50至60℃，且发热时长超过

1小时，这相当于让眼球“温水煮青蛙”。
更危险的是，人在睡眠中痛觉感知下降，很多

人烫伤了都浑然不觉。尤其是糖尿病患者皮肤敏
感度下降，长时间使用还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其次，即便没有烫伤，过夜佩戴也会引发其
他风险。比如蒸汽眼罩内层纤维受潮后容易滋
生细菌。如果眼周有化妆品残留或感染，还可能
引发结膜炎甚至角膜溃疡。还有部分消费者眼
部皮肤较为敏感，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红肿、发痒
的过敏现象，建议慎用。

需要提醒的是，儿童的皮肤稚嫩，更要慎用，防
止烫伤。专家建议，选择41℃恒温且通过医疗器械
认证的产品，单次使用严格控制在20分钟内，避开
眼周有伤口、炎症或化妆状态。 本报综合消息

过敏的人越来越多 是人变娇气了吗
最新一期“科学”流言榜发布

真相：一些量子手环相关的宣传中，所谓的
“用量子能量、标量波引起DNA、线粒体共振，给
身体带来能量”，仅仅是把公众接触较少的词汇
堆砌在一起，是彻底的伪科学骗局。而有些人之
所以会觉得它们有效，主要是因为心理暗示。

量子是各种物理量的最小单元，电子、光子、
夸克等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都属于量子。量子
力学主宰微观世界，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

量子信息分三大块：量子计算机（通过网络，
可以提供远程登录进行学习）、量子通信（利用量

子态，可以感知窃听，实行安全通信）、量子精密
测量（有很多产品、研究方向，但发展不平衡，有
的发展已经得到应用，比如原子钟，已应用在
GPS、北斗卫星）。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利用量
子态进行信息处理、测量或者传输，但操控量子
态需要非常高精尖的严苛环境。目前，量子技术
主要应用于专业领域，并没有任何在医疗健康领
域的应用，更不可能用一个手环去操控量子态。

因此，用所谓的“量子能量”给人类治病、提
供能量的研究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欺骗。

真相：网络上一直流传着“男婴长期穿纸
尿裤会热坏睾丸、成年后难生育”的说法。支
持这一理论的“科学依据”其实站不住脚。传
言声称“纸尿裤导致阴囊高温”，却刻意忽略了
一个关键事实：婴儿的睾丸还没有开始产生精
子，真正开始生成精子要等到青春期（约 12 岁
后），此时温度对睾丸的影响根本无从谈起。
而所谓“睾丸温度升高确实会影响精子发育”
的结论，多来自对成年男性的研究，套用到婴
儿身上并不合适。

此外，纸尿裤的温度影响微乎其微，使用纸

尿裤可能使阴囊区域温度上升约1℃，但只有成
年男性阴囊温度升高2℃以上（如久坐、穿紧身裤
等行为），才被证实可能影响精子质量。而在现
实使用场景中，婴儿排尿后，纸尿裤的透气层会
快速排出湿气，且家长通常2至3个小时就会更
换，也根本达不到损害阈值。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起无稽之谈的“纸尿裤
危害”，男孩家长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出生后睾丸
未降入阴囊（隐睾症），需及时治疗；青春期长期
泡热水澡、久坐电竞椅等高温暴露；杀虫剂、塑化
剂等环境化学毒素的接触。

真相：每天敷面膜的人，刚开始可能会觉得
皮肤状态有所改善，但时间一长，皮肤过度吸水
就会发生过度水合现象。这将导致毛孔堵塞，减
弱皮肤的防御能力，敏感肌、皮肤炎症也会随之

出现。
因此建议大家每周使用面膜不超过3次，每

次15至20分钟。且敏感肌人群应尽量少用含香
精、防腐剂等刺激成分的面膜。

真相：电商平台上出现不少售卖蓝光笔、紫
外线笔的商家，号称只需对蔬菜轻轻一照，如果
蔬菜表面出现蓝光，就意味着蔬菜中可能存在较
多的农药残留。广告宣传还煞有介事地称，其原
理是通过发射特定波长的蓝光来与蔬菜中的物
质“对话”，从而达到所谓的检测目的。

然而，紫外灯照射下蔬菜是否有蓝色荧光，并
不能作为蔬菜水果是否有农药残留的判定标准。

虽然的确有极少数农药带有荧光特性，但大
多数情况下，果蔬在紫外灯照射下显现出的蓝色
荧光，只是蔬菜水果在储存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荧
光物质，如香豆素衍生物，而非农药残留。此外，

荧光物质的多少与蔬菜的新鲜程度有关，越新鲜
的蔬菜荧光越少，时间放得越长荧光越明显。

不仅是农产品，纸张、衣服、墙壁、植物等在
紫外灯照射下，都可能出现荧光斑。

目前，可靠的果蔬农残快速检测方法是中国
农业科学院相关团队研发的智能快速检测试剂
盒。通过对样品进行简单处理，再结合手机扫
描，可在5至15分钟内完成6至18种高风险农药
残留等检测。目前，快检技术已被写入新修订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已于2023年1月1日正式
施行，成为市场监督抽查和行政处罚的重要取证
手段之一。

真相：进入春季花粉期后，花粉过敏患者明
显增加。一些患者担心使用激素类鼻喷药物等
预防药物会影响健康，所以对预防和治疗有些抵
触。其实这是个误区，专家表示大可不必谈激素
色变。激素带来的不良反应或副作用一般只发
生于长期大量使用的情况下。

目前，鼻用糖皮质激素是过敏性鼻炎的一线治
疗药物，而鼻喷激素作为一种外用药，只作用于鼻
腔局部，剂量以微克计算，通过鼻黏膜吸收进入全

身的剂量更是微乎其微。鼻喷激素安全性高，可遵
医嘱放心用药。如果不及时预防、规范治疗花粉过
敏，症状只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引发哮喘等。

北京地区春季通常有两个花粉高峰期：3月
下旬至4月中旬、4月下旬至5月中旬，主要致敏
花粉包括柏树、榆树花粉等。过敏患者应密切关
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花粉浓度监测信息，在花粉季
节减少外出，做好防护、积极治疗，每天清洗鼻腔
可有效缓解症状。

流言：量子能量手环可以改善健康状况

流言：男婴长期用纸尿裤会导致不育

流言：每天坚持敷面膜更护肤

流言：买菜时可用蓝光笔检测农残

流言：过敏时别轻易用激素药物

流言：戴蒸汽眼罩睡觉能护眼

北京、上海等多地又迎来了一年一
度的杨树柳树梧桐“飘絮季”。过敏星
人表示：打喷嚏，红眼圈，流鼻涕……噩
梦又来了！

今年 3 月，北京天坛公园的圆柏树
带来“可视化级”花粉雾，扬沙般的花粉
唤 醒 了 不 少 人 的 PTSD（创 伤 后 应
激障碍）——有人在“狠狠中招”后准备
了洗鼻器、全封闭护目镜；还有人表示

“眼睛痒到想抠出来挠”，并选择打过敏
针进行治疗。社交平台上，网友自发建
立起花粉过敏互助群，分享油灌鼻孔、
戴口罩睡觉等缓解“水泥封鼻”的偏方。

据中国天气网监测，近日西安、武
汉等多地的花粉过敏指数都达到了“很
高”。作为“花粉攻击重灾区”的北京，
今年“花粉过敏”搜索热度更是创下新
高。在某短视频平台，仅3月份“花粉过
敏”相关搜索量从2023年到2025年增长
了5.7倍。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今年
3 月中下旬以来，全国过敏用药需求持
续走高，北京地区的相关药品搜索量环
比增长超过330％。

这些信号似乎都在表明，过敏不再
是一件小事，而变成了大家共同的痛
点。不禁让人好奇：过敏的人，真的变
多了吗？

过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麻烦事过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麻烦事

全球范围内，过敏人数的确在增
加。一项发表在欧洲变态反应与临床
免疫学会主办的顶刊 Allergy、涵盖 204
个国家和地区的疾病负担调查表明，从
1990年至2019年，作为过敏性疾病的常
见类型，哮喘和特应性皮炎人数分别增
长了15.4%和28.6%。

在中国，过敏人群也十分庞大。最
近一次的全国性过敏性鼻炎调查显示，
2005年至2011年，成人的过敏性鼻炎自
报患病率已从11.1%上升到17.6%。

过敏人群增长趋势仍在持续。2018
年，中国呼吸系统过敏性疾病研究联盟
启动了第二次大规模流调，探索了中国
十年间室内室外呼吸过敏原致敏状态
的变化情况。根据其发表在欧洲过敏
与临床免疫学会的官方期刊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Allergy 上的调研，对比
2008年与2018年数据，尘螨作为中国患
者的主要过敏原，其致敏率显著上升；
花粉的致敏率也有明显增势，在北方尤
为明显。

国内不同地区的过敏原存在差
异。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过敏
反应科主任祝戎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从全国过敏原的分布看，有‘南螨北
蒿’的趋势，即在湿润温暖的南方，尘螨
过敏的患者多；在干燥寒冷的北方，蒿
草花粉过敏的患者多。”

尘螨和花粉，曾给许多人带来关
于过敏的痛苦回忆。网友@一坨：在
检查出尘螨四级过敏后，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她会容易过敏——“原来小时
候穿很久没有穿的鞋子脚背会长疹
子，光脚清理完床底下脚会非常刺挠，
去超市拿商品手就会肿起来……一切

都因为这个过敏。”

过敏人数增多过敏人数增多，，是人们变脆弱了吗是人们变脆弱了吗？？

面对“发痒”“红肿”的身体，不乏有
人怀疑自己：患上过敏，是我免疫力太
差了吗？

事实上，过敏并非由于“免疫力低
下”，而恰恰是由于免疫系统太过活
跃。当系统错误地将无害物质（如花
粉、尘螨或者某些食物）识别为威胁时，
因为过度防护才会引发过敏反应。

目前，医学界用于解释过敏性疾病
增多的主流理论是“卫生假说”。1989
年，英国流行病学家大卫·斯特罗恩首
次提出这个理论：过度的卫生措施减少
了儿童期的感染机会，可能导致免疫系
统发育不完全，从而增加过敏性疾病的
风险。

该假说如今也不过时。香港中文
大学医学院肠道微生物菌群团队在分
析了1152个儿童数据后发现，疫情期间
出生的婴儿过敏症发病率比疫情前出
生的婴儿增加了46%，这主要是因为过
度清洁消毒阻碍了婴儿的肠道微生态
健康发展，增加了过敏的风险。

除了过度防护，全球气候变暖导
致的空气污染和花粉暴露也是过敏
人数增多的重要因素。美国哮喘与
免疫学院环境健康委员会发表的《气
候变化与过敏和免疫学全球问题》中
提到，化石燃料的燃烧和温室气体的
积累导致了空气污染和花粉暴露增
多，从而恶化了呼吸系统的健康，并
增加了哮喘和过敏性鼻炎的频率和
严重程度。

受到上述多重因素的影响，在城市
工业化进程下，儿童过敏的情况也越来
越多。北京一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科
研团队在对2014~2021年临床数据的追
踪研究显示，儿童过敏性鼻炎病例数量
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已占全部过敏性
疾病门诊就诊疾病谱的45.4%。

此外，过敏频上热搜，与人们的健
康防护意识提升、城市绿地面积增加等
因素有关。多项研究指出，城市绿地是
花粉过敏的重要诱因，随着中国许多城
市的绿化面积增加，致敏性花粉风险也
逐渐提高。

过敏时怎么办过敏时怎么办？？

目前，各种过敏治疗效果因人而
异，但“远离过敏原”是各地气象局预警
中都会提到的一点。对于飞舞在空中
的粉尘杀手，过敏人士需要“躲为上
策”。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期表
示，飞絮会持续半个月到一个月，一般
中午最多，敏感人群应尽量避开这个时
间段外出，即便要做户外活动，也要在
飞絮比较少的时候，比如早晨、夜晚，降
雨后等。

此外，佩戴口罩、纱巾、护目镜也是
敏感人群有效的防护手段。北京市疾
控中心指出，在飞絮高发期，外出返回
后应及时洗手、清洗鼻腔和面部，也要
及时打扫室内飞絮。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