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沙妮尔·朱玛博士及其同事对 72名
膝关节炎男女患者进行了研究。他们将参试者
随机分为 2 组，一组服用葡萄冻干粉，另一组
服用安慰剂。 对比结果显示，葡萄冻干粉组参
试者自诉关节疼痛减少，关节灵活性及全身活
动能力都明显强于安慰剂组参试患者。

值得一提的是，男性常吃葡萄，软骨组织
也更健康。朱玛博士表示，关节炎常见于 45岁
以上人群，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这个时候，葡
萄中的多酚类抗氧化剂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自《揭阳日报》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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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对于它，我们不
必过于恐惧，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掌握一
些基本的应对知识。 据统计，震后死亡人员
90%以上是乱跑时被倒塌的房屋和门窗砸死
的。 根据对唐山地震中 874 位幸存者的调
查， 其中有 258人采取了应急避难措施，188
人安全脱险，成功者占采取行动者的 72%。

地震发生时较好的办法是保持镇定，就
近避险。 在有限的时间段内，迅速撤离到安
全的地方。 如来不及跑到空旷的室外，可暂
时躲避在屋内坚硬的家具或内墙外，也可以
转移到承重墙较多、 面积较小的房间里，然
后迅速趴在地下，闭目，用鼻子呼吸，保护要
害，并用毛巾或衣物捂住口鼻，以隔挡呛人
的灰尘。 简单地说，当建筑物倒塌后能形成
三角空间的地方，往往是人们得以存活的主
因。

在学校， 可以躲避在课桌下、 讲台旁。
1990 年 4 月青海省共和县发生 6.9 级地震，

幼儿园一位老师带 30个小朋友，利用预警时
间把孩子拉在自己的周围，披上被子，结果
除一个小朋友被甩出屋外， 其余全部遇难。
如果她能让孩子们躲在桌子下，则可幸免于
难。 ”。 不过，这个想法是以国内地震多在数
十秒后结束，天花板不会落下为前提的。

灾难来临时，人们要高度重视，思维要
特别敏捷。 唐山地震发生前的凌晨 3 点，正
有一趟从北京开往大连的 129次列车， 列车
司机突然发现前边出现蓝白光。 他当机立
断，紧急刹车，使车上 1000 多名旅客化险为
夷。 1995 年的日本阪神大地震中，一位小车
司机在过桥时，见前方的车辆不知开往哪去
了，他立即刹车，好险啊！ 原来前面的车全开
到水里洗澡去了。

人怕干，不怕饿。 只要有水喝就有生存
希望。 关键时刻，救你一命！ 2008 年 5 月 20
日凌晨 4时， 被埋 172小时的安县矿工彭国
华成功获救。 原来他这些天都是强忍着没有

小便，以避免身体出现脱水症状。 饿了，就吃
煤充饥，渴了，就用安全帽接尿液喝，尽量减
少活动。因此地震时，人们要尽量往有水的地
方去，躲在卫生间、厨房的原因就在这里。 如
果你作好了防御姿势，被压在下面又没有死，
记得不要急躁，要冷静，要充分相信政府会来
营救。 警犬、军犬的嗅觉最灵，加上又有红外
线探测仪，只要地面有人（哪怕是死人）也能
被及时搜寻出来。 所以，听到外面有动静，请
不要大声叫喊，可用敲击铁管、墙壁、吹哨子
等方式与外界沟通， 听到救援者靠近时再呼
救。发生在印巴克什米尔地区的一次地震中，
一位男子在地下 21天被救出，后来得知他是
靠地下的滴水生存，加上心态好，外面的事一
概不管，但据说他有精神病。

总之，在废墟中，注意保存体力，保持良
好的心态，这也是最好的自救方式。切实把握
好黄金 72小时，抓住震前 12 秒，想尽一切办
法保护好自己。

地震中的自我保护
岳阳市岳州中学 肖植文

日前，一名日本潜水员在夏威夷海岸潜水时，与一只体长 52 英尺
(约 15.8米)的座头鲸在海中“共舞”，镜头记录下他们“握手”的瞬间。

通常而言，鲸鱼是平静而快乐的生物，喜欢在潜水员身旁游泳和
玩耍。 而这只座头鲸更是相当热情，对人类非常好奇。 摄影师表示，这
只鲸鱼反复向他们探出自己的胸鳍，寻求身体接触。 这在鱼类中是相
当罕见的。

叹气重整身体状态
人类一般会将叹气与消极的情绪联系起

来，其中，他们很容易把别人的反应解读为悲
伤，而把自己的表现解读为沮丧。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长嗟短叹？ 比利时鲁
汶大学的研究发现， 当呼吸按照一种节奏持
续了太长时间，肺部会僵化，导致气体交换效
率下降。这时进行一次叹气能舒张肺泡，给人
以放松的感觉。

（摘自《广州日报》6.1）

频发短信使人肤浅
一项针对青少年的研究指出， 每天发短

信超过 100 次会让人变得肤浅。 在对加拿大
温尼伯格大学 2300 名学生进行为期 3 年的
调查发现，相比较而言，发短信更为频繁的受
调者不那么看重道德、审美和精神目标，而是
更看重财富和自我形象。此外，这类人在种族
歧视方面的表现也更为突出。

美国科技和商业作家尼古拉斯·卡尔曾
提出“肤浅假说”。他认为，短信及“微博”让表
达有了新的渠道， 这些极端简易的社交媒体

“鼓励”的是快速且直接的想法，而每日频繁
接触这些平台，易造成受众认知上的浅薄。

（摘自《新京报》6.3）

“神奇帽子” 开飞机
借助欧盟资助的“大脑飞行”项目装置，

7 名驾驶员———部分此前没有任何飞行经
验———使用意念开飞机时能够达到令人吃惊
的准确度。

参与者佩戴的是一种特制的帽子， 在设
计上，它能够读取来自人脑的电信号，而后利
用专门的算法将信号转化成电脑指令。 在一
次模拟中， 几名成员在能见度较差的情况下
完成降落， 其中只有一个人在距离跑道中线
几米远的位置着陆。

（摘自《洛阳晚报》5.29）

红肉伤心脏
近日，美国科学家称，在红肉中发现的一

种化学物质，解释了吃过多的牛、羊、猪肉对
心脏有害的具体原因。

在《自然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
显示，小鼠和人体的实验表明，肠道中的细菌
能吃肉碱。 而红肉中所含的肉碱被肠道中的
细菌分解后，将导致更高的胆固醇，增加患病
的风险。

原因是肉碱在肠道中被分解成一种气
体， 经过肝脏将再转化成一种名为氧化三甲
胺的化学物质， 这种物质与血管中积聚的脂
肪沉积有着密切关联，有可能致人猝死。

（摘自《中国日报》6.7）

蓝
色
探
戈

厕纸做出精美婚纱
据英国《每日邮报》6月 3日报道，为了参加一年一度的

设计大赛，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艺术生奥利维亚·米尔
斯(Olivia� Mears)仅用 20 个小时，用 11 卷厕纸、100 英尺(约
合 30 米)长的胶带和大量胶水做出了一件精美的纸质婚纱。

这件婚纱以维多利亚时期的舞会礼服风格为基础，它
的上半身采用紧身束胸， 下半身繁复的玫瑰花和褶皱设计
使长长的后摆自然下垂， 而前摆大开的设计则使这件婚纱
更具现代感。

（摘自《扬子晚报》6.2）

概念背包引领潮流
双肩背包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个物件， 我们从小时候

上学就需要使用， 哪怕上班了仍用它来装平板电脑之类的
办公设备。 但是背久了肩膀酸痛却是一个困扰已久的现实
问题。 为了缓解这个麻烦，有设计师公布了一款造型独特的
概念书包，名为 Fluoa� Fusion� Silver，号称能带来更自然的
体验。

它最惹人关注的莫过于奇特的弧形造型，流畅的线条，
完美的密封性，和超强的防水效果。 这种设计既符合人体的
曲线，又能给使用者带来一种非常舒适的感受，大大减小行
走时受到的空气阻力，很适合长时间旅行。

（摘自《洛阳晚报》5.28）

花粉始于鸟类传播
法兰克福森肯贝格研究所不久前在英国《生物学通讯》

上发表报告说， 研究显示至少在 4700 万年前就有鸟类为植
物传授花粉。

20 世纪末， 考古学家在德国西部的梅塞尔化石坑发现
一种始新世中期的小型鹤形目鸟类， 其生活年代距今约有
4700万年。该鸟的身体加上喙部的总长度仅有 8厘米。此次
研究中，科研人员在这种鸟的胃部化石中，发现了很多大小
不同的花粉化石颗粒，这些花粉应来自不同植物。专家推断，
这种鸟可能用它 1.5 厘米长的喙部吸食花蜜，而嘴上附着的
花粉有可能落到花朵雌蕊的顶端，从而为它们授粉。

（摘自《光明日报》6.5）

浙江大学唐睿康教授团队研制
出一种制造“万能血”的方法,通过
聚多巴胺作用于红细胞表面, 让红
细胞的血型免于被血液中的抗体
“觉察”,这种红细胞就能注入 A、B、
O血型系统的任一血型。 研究人员
认为,“万能血”将对临床输血,特别
是紧急情况下稀有血型的施救具有
很大意义。

人的血型由红细胞表面的抗
原蛋白决定。 输血时,受血者血浆
中的抗体会识别供血者红细胞的

表面抗原,如果血型不匹配,抗体就
会把它们定义为“外来物种”,并向
它们发起进攻,造成严重甚至致命
的后果。

如何才能让红细胞逃过抗体的
“火眼金睛”？唐睿康团队受“鸡蛋壳
保护鸡蛋”的启发,在实验室中为细
胞找到合适的“外衣材料”———聚多
巴胺,并精确地“穿”到红细胞上,赋
予细胞不同的功能与特性, 从而制
造“万能血”。

（摘自《楚天金报》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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