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发现

时下，新茶大量上市。 为了吸引消费者的眼
球，不少商家都打上“明前绿茶”迷惑消费者，怎
样选购好茶？

专家认为，不是所有的茶都分明前、明后茶。
明前茶主产区是江南，正是经历足够长时间冬眠
期养分的蕴藏，明前茶才有卓越品质。 而江北茶
区由于气候原因如河南、山东等地往往在清明节
后才开始采制，因此无所谓明前茶。

应选有地理标志标签的包装茶。 大多数消
费者会选择一些明前的历史名茶， 诸如西湖龙
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六安瓜片
等，这些名茶都是国家质检总局批准的受原产地
保护产品。 为了避免以次充好，近年来国家规定
不允许异地分装。 因此，消费者在购买这类名茶
时最好不要购买散茶， 应直接选购带有椭圆形

“地理标志”标签的包装茶，以确保正宗。
品春茶并非越新越好， 泡法上水温也有讲

究。新茶一般带有“火”味，如果马上冲泡，喝过后
嗓子会发干。另外，新炒制的茶叶中还残留水分，
不利于保存，炒好的明前茶放上一两周，不仅去
掉“火”味，还利于茶叶香气的形成。 冲泡明前茶
的水一般以 80℃左右为宜， 因为明前茶比较细
嫩，沸水会破坏茶叶中的营养成分。 冲泡时，先
把沸水倒进杯中，晾几分钟再倒进茶杯。 冲泡明
前碧螺春，还应先冲水，再投茶。 明前茶汤绿、味
鲜、香气馥郁，最好选用玻璃杯冲泡。

张晓芳

养生保健 微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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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个醒儿

聪明过日子

不锈钢水壶有毒刷爆朋友圈
专家称吓唬人

近日，关于高锰不锈钢烧水壶会析出锰，让人变傻、变痴
呆、致癌的说法在朋友圈里被广泛传播，甚至掀起了一波“换
水壶”潮。 高锰钢电水壶真的会危害人体健康吗？

对此，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风险交流部副研究员
钟凯作了解答。

很多人认为，200系不锈钢（如高锰不锈钢）没有 300 系不
锈钢（如 304 不锈钢）的耐腐蚀性强，原因是 200 系不锈钢的
锰元素含量要高。 对此，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曾做过
研究，他们在 2013 年发表的《食品接触用不锈钢的安全性探
讨》一文中得出结论：不锈钢的耐蚀性是铬、镍、锰、钼、氮等元
素以及杂质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腐蚀环境中，锰对
耐蚀性的影响规律是不同的， 高锰不锈钢也可以赋予不锈钢
足够的耐蚀性。 他们还援引意大利的一次实验检测结论指出，
高锰的 201 不锈钢的重金属迁移量并没有因为其合金中锰含

量高而明显增大。
“不锈钢材质中的锰含量与迁移量（指金属溶于溶剂中的

那一部分的含量）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合金状态下，金属的惰
性会增强，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脆弱。 ”钟凯指出，食品接触材
料的重金属迁移量是用强酸、强碱、有机溶剂等，在较高温度
下长时间浸泡模拟出来的，如果这种状态下迁移量都没问题，
日常使用根本不是问题。 2012年中国不锈钢行业年会上发布
的《食品接触材料用不锈钢有害元素迁移机理研究及其在不
同使用环境下的安全性能评价》报告中也指出，高锰不锈钢不
会大量释出锰或其他重金属，导致人体重金属中毒。

“其实，人体本身就需要一些锰元素，而且对锰有一定耐
受能力，几乎不会缺，也不会多。 ”钟凯解释。

锰是人体中一些重要生物酶必不可少的元素， 在骨骼健
康、抗氧化、代谢调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营养学会编

写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天要摄入
3.5 毫克的锰，最高可耐受摄入量为每天 10 毫克，即终生每天
摄入 10毫克不会产生健康危害。

钟凯指出， 锰的神经毒性只在锰的开采冶炼工人身上出
现过， 目前尚未发现不锈钢中的锰导致人体中毒或其他不良
反应的报道。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曾对 40件锅、盆、电
热水壶等不锈钢样品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不锈钢制品的平
均锰迁移量为每千克食物 0.05 毫克到 0.76 毫克，远达不到人
体吸收的上限。

“可见，不锈钢材质根本不是锰的主要来源，中国、美国、
欧盟都没有规定不锈钢制品中的锰迁移量， 因为根本就不需
要。 ”钟凯说，网络上关于“不锈钢水壶导致智力低下”的说法，
是“吓唬人”。

陈海波 陈小南

提起“发物”很多读者都觉得敬而远之，春
季属于发物的时令食物有很多，到底能不能吃？
如何吃才健康呢？

与其对“发物”警惕，不如好好认识“发物”，
懂得如何结合自己的证型吃“发物”，一样能达
到养生防病的功效。

发热之物。如韭、姜、花椒、胡椒、羊肉、狗肉
等这类发物对于热性体质的人、 阴虚火旺的人
是不适合吃的，对于结核病患者也不合适，还有
伤口有炎症的人更不宜多吃。 但是畏寒怕冷的
人， 也就是寒性体质的人吃这些发热的食物往
往有驱寒益阳的作用，有助于驱除体内的寒气。

发风之物。如虾、蟹、鹅、鸡蛋、香椿芽等，过
敏人群食用容易导致身体出疹，引起过敏症状。
海鲜对于痛风患者来说也是发物， 容易诱发疾
病，但是，对于不过敏的人来说，富含优质蛋白
质，是良好的营养物。 香椿头则具有涩肠止血、
健胃理气、杀虫固精等功效。

湿热之物。 如饴糖、糯米、猪肉等对于脾胃虚
弱者、痰湿体质人群，湿热发物都不适宜多吃，因
为这种湿热之类的发物较难消化， 多食容易引起
湿滞，引发脾胃不适和其他症状。 但是，湿热发物
对于中气不足的虚弱人群，有一定的补益作用。

冷积之物。 如西瓜、梨、柿等，一般脾胃虚
寒、寒症体质等人群不宜多吃，容易加重虚寒症
状，春季的野菜很多都是偏寒性的，虚寒体质的
人要少吃。但是对于实热体质的人群，冷积发物
是比较好的降火良方。

滞气之物。如大豆、红薯、莲子、芡实等有滞
涩阻气的作用，容易让人出现胸闷、腹胀、厌食
等不适。特别对于脾胃虚弱者，容易引起消化不
良、腹胀、没胃口等症状。不过，这些食物有固肾
涩精、补脾止泄的功效。对于脾虚型腹泻或者肾
虚早泄的人群都有一定的食疗效果。

杨璞

企鹅是一类广泛分布的海鸟，但它们不能飞
行———是什么让企鹅在进化过程中丧失了飞行
能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企鹅可能无法进化出既能
飞行又能游泳和潜水的双翼，这种观点被称之为
“生物力学理论”。 根据这种理论，企鹅在进化过
程中，双翼越来越适应游泳和潜水，使得它们的
游泳和潜水行为变得非常高效，但也使得飞行所
需的能量越来越高，在进化的某些阶段，企鹅甚
至无法维持飞行的能量，因此就变得不再会飞。

一个由加拿大、美国、英国和中国的科学家
组成的联合小组在对海鸠进行观察后发现，用生
物力学理论来解释企鹅为什么不会飞这一问题
极有可能是正确的。

海鸠是一种潜水和游泳行为与企鹅非常类
似的海鸟，只是海鸠仍然保留了飞行能力。 研究
证实了海鸠的潜水行为所需的能量远低于其它
鸟类，仅次于企鹅潜水行为的效率。 但是，海鸠飞
行行为所需的能量是其基础代谢率的 31 倍，在
飞行鸟类中是最高的。 这种高效潜水和高成本飞
行行为的结合，很好地印证了生物力学模型的预
测。

牛超群

一项调查显示， 仅有 8%受访者意识到，“停
车不回正方向盘”属于常见“毁车行为”。 停车熄
火是否该回正方向盘？ 如果没有回正，又会对车
辆造成什么影响？

首先， 汽车方向盘不回正会损害转向系统。
车轮拽着转向拉杆却无法回位，齿轮和齿条都处
于受力状态。 就像一个人睡觉时胳膊却被拖拽
着，久而久之会造成零件加速老化、变形，进而导
致车辆跑偏。

其次，伤害悬架系统。正常停车时，悬架系统
受力较平均。 而此时一旦方向盘没回正，车轮就
会出现倾角，悬架中的弹性支柱、橡胶封套就会
一直吃着劲，时间长了会使部件之间出现孔隙。

再次，轮胎受损。方向盘没有回正时，轮胎胎
面并非完全着地， 而是胎肩和部分胎面受力，这
会使本身较薄的轮胎侧壁老化变形，从而给漏气
或爆胎埋下隐患。 张鹏

头皮的细胞和皮肤一样有新陈代
谢过程， 如果头皮细胞成熟过程不完
全，不成熟的细胞到达皮肤顶层，便会
以肉眼可见的白色或灰色鳞屑剥落，
形成头皮屑。 微生物是头皮屑产生的
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认为主要是卵圆
形糠秕孢子菌在作祟。 在某些因素作
用下， 糠秕孢子菌由腐生性酵母型转
化为致病性菌丝型， 此时会产生炎症
反应。 发生在头皮上，便会导致头皮屑
过多、瘙痒，头皮上可见到鳞屑，略带
油腻性。

其实我们巧用身边的一些天然良
方，比如白醋，便能达到去头屑的效果。

具体方法是： 取白醋 150毫升， 加温水
2000 毫升，充分搅匀。 用此水每天洗头
一次，能去头屑止痒，对防止脱发也有帮
助，还能减少头发分叉。

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它有很强的
杀菌作用，对皮肤、头发能起到很好的保
护作用。 用加醋的水洗头，能使皮肤吸
收到十分需要的营养素，从而起到松软
皮肤、增强皮肤活力的作用。

另外，每晚临睡前，可以用梳子轻轻
梳理头发，从前额往后梳，一直梳到头皮
微微发热为止。 这样可以促进头皮的血
液循环，使头发得到更多的营养。

夏梦

夹竹桃原产印度、伊朗和阿富汗，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遍及南北城乡各
地，是最常见而且最具毒性的园林植物之一，古怪的是它们通常能在校园中
被发现。 很多人不知道夹竹桃有毒，吞下这种植物的任何部分都可能是致命
的，特别是儿童，即使是燃烧夹竹桃所产生的烟雾也是致命的。

吴铭

致命的夹竹桃

美国心脏协会“流行病学与生活方
式 2016科学会议” 上公布的一项新研究
发现，与几乎不喝酸奶的女性相比，每周
至少喝 5杯酸奶的女性高血压风险更低。

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研究员贾
斯汀·布恩迪亚博士及其研究小组对来
自美国护士健康研究、美国护士健康研
究 II 及美国医护人员随访调查项目的
相关数据展开了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与 1 个月之内喝酸
奶少于 1杯（约 1 个棒球大小的一大勺）

的女性相比，每周至少喝 5 杯酸奶的女
性罹患高血压的风险降低 20%。 但在男
性参与者中，喝酸奶降血压的效果并不
太明显。

新研究还发现，如果与控制高血压
的 DASH 饮食相结合，每天喝 1 杯酸奶
的女性高血压风险会降低 31%。 DASH
饮食主要包括：水果、蔬菜、低脂或脱脂
牛奶和奶制品、全谷物、鱼、家禽、豆类、
种子和坚果等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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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吃对“发物”能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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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购、冲泡新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