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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粉碎机

英国斯旺西大学科学家最
新研究发现，胃饥饿激素能刺
激脑细胞分裂和扩增，防止脑
细胞老化。这意味着，该激素或
可成为治疗帕金森病等神经进
行性疾病的新疗法。

饥饿激素是胃部在感觉饿
时分泌的一种脑肠肽，一旦连
续几个小时不进食，血液中饥
饿激素的含量就会升高。此前
有研究表明，饥饿激素能加强
认知，如低卡路里饮食的动物
精神状态更好 ;向实验鼠注射
饥饿激素能增加脑神经连接，
提高学习和记忆能力等。

现在，斯旺西大学杰夫瑞·
达维斯和同事提供了进一步证
据。他们向培养皿内实验鼠脑
细胞加入饥饿激素后发现，一
种名叫成纤维生长因子的基因
被开启，而该基因能诱导神经
再生，形成新的脑细胞。达维斯
在英表示，新生脑细胞更容易
被外部环境激活，从而增强记
忆力。

不过，德国慕尼黑理工大
学的尼古拉斯·库纳什提醒，新
生脑细胞往往需要几天到几周
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对用禁食
方式迅速提高脑活力不要寄予
太大期望。 据《科技日报》

吃蚕豆、芸豆都害病
还能愉快地吃豆吗？

这几天有新闻说一位 4 岁
的男孩得了急病，尿变成了“酱
油色”，排查原因，是因为吃了
新鲜蚕豆而导致的“蚕豆病”。

“蚕豆病”是怎么回事？小朋友
还能吃蚕豆吗？

人体内有一种葡萄糖六磷
酸脱氢酶（G-6-PD），它是维持
血红蛋白正常工作的关键因
子。蚕豆中有一种核苷酸，叫做

“蚕豆嘧啶”，能够干扰这种酶
的作用，导致红细胞破裂，就会
引发“蚕豆溶血”病。尿变色，是
破碎的红细胞释放血红蛋白，
进入尿中所致。

不过，绝大多数人体内都
有充足的 G-6-PD，被干扰一下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G-6-PD 的
缺乏一般源于遗传。对这些人，
生吃新鲜蚕豆引发症状的风险
最高，孩子的风险比成人要高。
蚕豆嘧啶在储存过程中会被逐
渐氧化降解，所以干蚕豆引发蚕
豆病的几率要低一些。

豆类还含有一类对所有人
都有毒的物质，植物凝集素。这
种毒素存在于多种豆之中，含
量各不相同。红芸豆中含量最
高。这个含量的豆，只需要四五
颗就有可能引发中毒症状。而
白芸豆含量就比较低。

幸运的是植物凝集素对温
度比较敏感。在完全煮熟之后，
它的活性大大降低，也就不用
担心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加
热不充分，毒性反而更高。如果
加热到 80°C ，其活性能增加
几倍，比生吃还要糟糕得多。

凝集素中毒的通常症状是
恶心、呕吐、拉稀以及腹痛等，
一般会在短时间内缓解恢复，
不会造成致命后果。

据科学松鼠会

金属纳米颗粒
可清除口腔细菌

由莫斯科国立科技大学
（NUST MISIS ）与维亚茨基
国立大学专家共同研制的新
型牙齿清洁剂，可以从根本上
改变口腔的微观环境，并消除
在牙齿上形成的菌斑层，其效
果已在基洛夫国家医学科学
院口腔研究室的临床实践中
得到证实。

实验中，志愿者使用这种
含有金属纳米颗粒的新型牙
齿清洁剂一个月后，口腔中菌
群数量降低，唾液化学平衡逐
步正常化。

科研小组带头人、莫斯科
国立科技大学物理化学教研
室副教授格奥尔吉·弗罗洛夫
表示：“这种含有金属氧化物
的胶体溶液对人体无毒无害，
具有长时间的抗菌效果。”

第一批此类药物已在莫
斯科国立科技大学开始生产。
目前，科学家们正对此种成份
申请专利，同时进行关于将这
种物质作为药品使用的注册
登记工作。

据《科技日报》

虾头里的白线
是寄生虫？

谣言：近日，一个有关虾感
染寄生虫的小视频在朋友圈疯
传，视频中，一个人剪开虾头
后，用牙签挑出两条细长的白
线，视频制作者声称这是虾的
寄生虫，并告诫广大网友以后
少吃虾，还煽情地鼓动让大家
为了亲戚朋友的健康，动动手
指把视频传出去。

真相：其实虾头的白线并
不是寄生虫，而是公虾的生殖
腺——— 输精管，未成熟的输精
管无色透明，成熟的公虾为乳
白色。此时正是虾的繁殖季节，
公虾里含有输精管就不足为奇
了，虾的生殖腺主要成分为蛋
白质，完全可以食用。视频制作
者称这类寄生虫叫肝吸虫，而
实际上肝吸虫在鱼虾肉里寄生
时，肉眼根本看不到，需要借助
显微镜才可看到。

活的鱼虾确实可能含有寄
生虫，如肝吸虫、肺吸虫、圆管
吸虫等，不过存在感染概率的
问题。比如淡水鱼虾感染肝吸
虫的概率相对较高，海水鱼虾
感染概率较低。肝吸虫主要寄
生在淡水鱼、虾、螺的肌肉里，人
食用了生的或未熟的鱼虾肉，就
可能感染肝吸虫病，肝吸虫感染
的人群，会导致恶心、上腹部饱
胀不适、肝部隐痛、腹泻等症状，
还会增加肝胆癌症的风险，国际
癌症中心将它列入 I 类致癌物
名单。但经过合理的烹饪方法，
完全可以规避风险：

1 . 尽量选择新鲜的鱼虾；2 .
做熟了再食用。经过充分加热
后，细菌、病毒完全被杀死，各
种寄生虫更不在话下，完全可
以放心食用；3 . 生熟分开。烹饪
刀具、等餐具应生熟分开，以免
引起交叉污染。 据科普中国

节食能让
头脑更“清醒”

中中国国““慧慧眼眼””望望远远镜镜
为为人人类类睁睁开开一一片片天天

66 月月 1155 日日 1111 时时 0000 分分，，我我国国在在酒酒泉泉卫卫
星星发发射射中中心心用用长长征征四四号号乙乙运运载载火火箭箭，，成成功功
发发射射硬硬 XX 射射线线调调制制望望远远镜镜卫卫星星““慧慧眼眼””。。这这
次次发发射射还还搭搭载载了了国国内内外外 33 颗颗小小卫卫星星。。

看不见的宇宙

超新星爆发之后的残骸可
能是中子星，也可能是黑洞。银
河系里就有为数众多的中子星
和黑洞。它们有的根本不会发
出可见光，有的被厚厚的尘埃
所遮挡。普通的可见光望远镜
都看不到它们的影子，需要在
X 射线波段观察才能发现。

X 射线和可见光一样，本
质上都是电磁波，都具有波粒
二象性，只是波长与能量不同，
所以在传播的过程当中显现出
来的性质也有所不同。X 射线
因为波长极短，能量又很高，在
传播的时候更接近粒子。当我
们把一台普通的光学望远镜对
准 X 射线天体的时候，X 射线
不会像可见光那样在镜面上发
生反射或折射，而会像一粒粒

“炮弹”直挺挺打进水塘里一
样，就被吸收了。因此，使用普
通的光学望远镜，也就无法获
得天体的 X 射线图像。

能量越高，“炮弹”的速度
就越快，X 射线也就越“硬”。按
照科学家的传统划分，能量在
20 千电子伏（keV）以上的 X 射
线，就被称为硬 X 射线；能量在
10 keV 以下的，就被称为软 X
射线。

美国有镜面

为了能看到天体的X射线
图像，科学家们想到的第一个
方法是让望远镜的镜片尽可能
的光滑，然后让 X 射线像打水
漂一样发生反射。1999 年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发射
的钱德拉 X 射线天文望远镜能
实现能量在 10keV 以下的软 X
射线聚焦成像。钱德拉的镜面
有多平滑呢？如果把这个镜面
放大到地球一样大小，按照镜
面的粗糙程度来计算，这个“地
球”上最高的山峰只有不到 2
米高。

不过，这么平滑的镜面也
无法让硬 X 射线聚焦成像。硬
X 射线的能量实在太高了。就
像用大炮打水漂。

直到 2012 年，美国发射的
NuSTAR 卫星才以世所罕见的
制造工艺实现了硬 X 射线聚焦
成像，将能够成像的能量范围
推高到了 79 keV。NuSTAR 的
镜面由高密度材料和低密度材
料反复重叠 200 层左右镀成，每
层的厚度和表面粗糙度都达到
了原子量级。

中国有算法

NuSTAR镜面的制造难度，
对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有极高
的要求，国内至今还无法制造
出如此光滑的镜面。于是，中国
的科学家就另辟蹊径，提出了

直接调制成像法，用算法，弥补
了制造工艺的不足。

所谓调制，就是扫描。上世
纪 90 年代初，中科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李惕碚院士和他的同事
吴枚研究员在不断探索中找到
了一种新的算法，即使无法实
现聚焦，仍然可以非常有效地
把调制后的信号还原成图像，
这种方法就被称作直接解调技
术。李惕碚院士把这种图像处
理技术与扫描探测技术结合在
一起，很快便提出了硬 X 射线
调制望远镜的概念——— 通过对
X 射线源的成像观测，以简单
成熟的方法，得到天图，弥补制
造技术上的缺陷。这就是今天

“慧眼”的核心基础。

“慧眼”有神通

“慧眼”虽然沿用了“硬X射
线调制望远镜”的名字，但它的
本领早已超出了对硬X射线的
观测与成像。

“直接调制技术在当时是
非常好的一种办法。然而，从
1993 年提出想法到 2011 年真正
立项，十八年过去了，科学前沿
的发展以及 X 射线探测技术都
有了较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也
对这颗卫星的研究目标和手段
进行了调整。”HXMT 首席科学
家张双南解释说。

研制团队给“慧眼”加上了
低能和中能 X 射线探测器，把
望远镜能够覆盖的观测能区范
围扩大到 1keV-250keV。

“慧眼”因为没有镜面，不
受制造工艺的限制，所以探测
面积很大，能观测到更多的信
号，也就有可能看到其他望远
镜看不到的现象。用项目组青
年科学家熊少林的话说：“对于
同样能被观测到的源，你探测
到的光子数少，而我探测到的
光子数多，我就会比你发现更
多的特性。”

“慧眼”的探测视场也比镜
面望远镜大，可以在两天左右
时间内完成银道面的扫描。

“天空中有很多暂现源，毫无
征兆地就爆发了，又会毫无征
兆地消失。扫描观测可以进行
有效监测，比较容易发现这些
暂现源。”

“慧眼”也不怕盯着强光。
“聚焦型望远镜不适合观测强
源，因为它会把所有 X 射线的
光子都聚到一点上，曝光量过
大，所以一看太亮的源，就白茫
茫一片。我们是准直型望远镜，
可以把光子分散开，堆积率很
低，所以看多亮的源，都不会晃
瞎眼。”“慧眼”的软 X 射线探测
器主任设计师陈勇说。

“慧眼”还有比其他探测器
短得多的“死时间”，也就是快
速连续处理光子信号的能力。

“我们专门为此进行了特殊设
计，来缩短‘死时间’。虽然我们
的高能探测器是世界上面积最
大的，但是它的‘死时间’比别
的探测器要短得多，我们丢失
的光子也会比别的探测器少得
多，探测到的信号也更多更准
确。”“慧眼”的硬 X 射线探测器
主任设计师刘聪展说。

不仅如此，卫星首席科学
家张双南还创造性的“变废为
宝”，对卫星上原本用于屏蔽干
扰粒子的探测器稍加调整，把

“慧眼”变成了目前世界上面积
最大，灵敏度也最好的伽玛暴
探测器。而且，因为是“变废为
宝”，“慧眼”在观测伽玛暴的时
候都不需要正对着目标源。

“慧眼”中波澜壮阔的宇宙

“以前中国没有自己的太
空望远镜，分析研究都得用国
外的卫星数据。”

研究只能依靠别人的数据
和仪器，让每一位相关的中国
天文学家都很难受。20 多年间，
所有的创造力，为的，就只是让
我们拥有自己的“慧眼”，去看
见那个潜伏在星空中极端炽热
的高能宇宙。

“我们将用‘慧眼’对银河
系进行非常详细的大天区扫描
巡天，预期会发现一些新的黑
洞活动，使我们可以研究的黑
洞和中子星对象大大增加，也
会带动地面上光学、射电望远
镜对这些天体的观测。”HXMT
首席科学家张双南说：“科学家
对黑洞、中子星、伽马暴的很多
基本情况还不清楚，我们只是
确定了一些天体是黑洞、中子
星。黑洞是广义相对论预言的
天体，发现黑洞证明广义相对
论是成立的。但要想进一步研
究广义相对论的细节，研究它
是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成立，
就得在各种条件下进行检验。
黑洞附近的引力是宇宙中最强
的。在黑洞附近能够更好地检
验广义相对论。所以我们要在
黑洞附近进行观测，看观测结
果与广义相对论的计算是否相
符。这是我们想做的研究。”

有太多秘密还隐藏在那片
未知的宇宙当中。“慧眼“就像
一座太空中的天文台，让科学
家能够望向那片未知，能探索
未知的奥秘。

这当然只是中国天文学家
迈向太空的一小步，但也许，也
是最重要的一步。因为这一步，
他们迈进了那片“属于自己的”
未知的宇宙。

“我希望我现在预言的重
要成果都说错了，”张双南说，

“那就说明，‘慧眼’看到了更重
要的秘密。”

据果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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