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谣言1：
大量喝水能预防新冠病毒？

新冠肺炎发生以来， 网上关
于防御病毒入侵的传言不断，其
中，“咽喉和胃不断被水冲刷能阻
止病毒入侵， 水或其他液体能杀
死进入体内的病毒” 的说法中，
对于喝水的夸大作用便是一例。

新冠病毒是以飞沫形式传播
的， 病毒经鼻腔-鼻咽部-喉吸
入， 进入气管到肺部， 造成肺部
的损伤病变， 并不在咽喉停留。

并且， 口腔和咽喉的黏膜不
是光滑的直筒 ， 它们表面有皱
褶， 舌头表面也有大小不同、 功
能各异且凹凸不平的味蕾。 我们
一次喝水的吞咽动作不过 1-2
秒， 几乎没时间去 “冲刷” 凹凸
不平的味蕾和表面皱褶的黏膜，
甚至不会让皱襞间有水停留， 而
“冲刷” 整个咽喉更是不可能。

可见， 病毒和水在人体内的
路径和目的地都完全不同， 而每
15分钟喝一次水的频率与每分钟
16-20次的呼吸频率也无从匹配，
“依靠喝水能冲刷病毒阻止入侵”
就更谈不上了。

谣言2：
吃槟榔能预防新冠病毒？

“槟榔抗新冠病毒 ” 始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
方案》 中将槟榔作为一种中医治
疗药材， 民间还有 “以毒攻毒”
的说法。

但事实上， 嚼槟榔预防新冠
病毒并没有科学依据， 反而存在
健康隐患。

暂且不论槟榔的这一治疗
用途有症候和剂量要求 ， 槟榔
也需要与其他多种药材联合用
药， 单用槟榔这一味药材可谓徒
劳无功。 此外， 世界卫生组织等
国际医学组织已将槟榔列为一级
致癌物。

嚼槟榔与舌癌、 牙龈癌等口

腔癌症的发生明显相关， 且嚼槟
榔与口腔癌患者的生存率降低有
关 。 嚼槟榔还可能增加心血管
病 、 呼吸道疾病 、 代谢性疾病
（糖尿病等） 的发病率。

综上所述， 嚼槟榔嗜好者更
易出现免疫力降低和严重合并
症， 可能会增加严重新冠肺炎及
死亡的发生风险。

谣言3：
大蒜切片氧化含服可以

杀灭新冠病毒？

可以明确的是， 大蒜中的大
蒜素具有一定抗癌、 抗氧化、 降
低心血管病风险的功效。

实际上， 大蒜素对新冠病毒
的抑制作用已经引起研究人员的
关注。 但目前大蒜素的这些积极
作用主要见于体外或动物实验，
大蒜素与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之
间尚待研究。

迄今为止， 大蒜素对新冠病
毒的杀灭作用并未得到基于人体
的高质量研究证实。

谣言4：
适量饮酒可以预防新冠

病毒？

谣言称 ， 酒经过人体代谢

后， 可以对新冠病毒产生消毒或
破坏作用。

饮酒与口腔癌、 胃癌、 大肠
癌等多种癌症相关联， 其对人体
健康的影响并不存在 “最低安全
限度”。

尽管医用酒精可用于皮肤消
毒， 但喝进去的酒也并不能预防
新冠病毒。

相反， 大量饮酒会削弱免疫
系统， 降低人体对新冠病毒的抵
抗力。 长期饮酒者或患有酒精使
用障碍者， 感染新冠病毒和发生
并发症的风险可能会升高。

谣言5：
75%酒精喷洒果蔬， 可

以预防新冠病毒

75%酒精或含有乙醚、 含氯
消毒剂、 氯仿和过氧乙酸等脂溶
性的漂白剂或消毒用品可能有效
杀灭新冠病毒。

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
示， 新冠病毒主要通过飞沫、 接
触传播， 理论上虽可以存活在蔬
菜水果上， 但直接污染农产品的
几率非常低。

因为， 病毒和细菌的繁殖完
全不一样， 细菌可以在食性细胞
上快速繁殖， 而病毒只能借助活
性细胞， 即使粘附在蔬菜水果上

存活时间也不会过长。
由于新冠病毒对热敏感 ，

56℃烹饪30分钟足以杀灭病毒 ，
而日常烹饪温度远高于56℃， 此
时杀灭病毒所需的时间更短。

因此， 将漂白剂或其他消毒
产品用于蔬菜水果的消毒， 不仅
会影响食物的质量和味道， 摄入
残留消毒剂或漂白剂的食物还可
能导致中毒。

冷链发现新冠病毒， 冷冻食
品不能吃了？

接触带有病毒的冷冻食品外
包装后， 如未注意手卫生而接触
眼口鼻， 可能发生感染。

但对于冷冻食品本身， 目前
无证据表明食用这些食品与新冠
病毒感染存在直接关系。

公众尽量避免生食冷冻食
品， 接触外包装后及时洗手。

核酸检测期间不能喝酒， 会
影响结果？

目前常用的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包括口咽或鼻咽拭子、 肛门拭
子、 血液或深喉唾液检测等。

深喉唾液检测， 一般要求在
饮食前完成， 准确地说， 饮酒可
能影响深喉唾液检测的时间点应
该是检测前， 而不是 “期间”。

其他病毒核酸方法基本不
受饮酒的 影响 ， 即使饮酒其酒
精浓度也无法达到杀灭病毒的有
效浓度。

因此理论上饮酒不会造成核
酸检测结果的假阳性或假阴性。

新冠病毒以呼吸道飞沫传播
（打喷嚏 、 咳嗽等 ） 为主 要 途
径 ， 还可以通过接触传播 （接
触过病毒的手揉眼睛 、 挖鼻孔
等 ）、 粪-口传播等 。 所以 ， 多
地建议检测前2小时尽量避免进
食， 采样前30分钟不要吸烟或喝
酒， 以免增加咽喉部刺激性而引
起呕吐。

（午综）

相关链接

副刊【生活】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本版编辑 周薇│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张旭│２０21年 1月 28日·星期四

从室内到室外或从外入内
时， 口罩内部往往会产生水汽。
口罩主要靠静电力来吸附病毒、
气溶胶 ， 潮湿后其静电作用消
失， 就起不到应有的防护效果。
此外， 潮湿的环境很容易成为滋
生细菌的温床。 所以口罩潮湿建
议尽快更换， 在空气污染较严重
时， 更换应该更频繁。

【健康红绿灯】

绿灯

滴眼药水后要用食指压住内
眼角2-3分钟。 泪囊位于内眼角，
若不及时按压， 眼药水会很快从
此流入泪管，随后进入鼻腔。这样
一是药水在眼球表面停留的时间
短，药效作用不充分；二是泪囊和
鼻腔内的血管丰富， 药水能被吸
收到血液里， 可能会增加不良反
应的风险。

倒啤酒时溢出的泡沫总是占
了小半杯， 一些人更喜欢泡沫消
失后再喝。 其实， 这些经常会溢
出的泡沫是判断啤酒优劣的重要
标志。 麦芽、 酒花和酵母等原料
发酵过程中除了产生大量的二氧
化碳， 还会产生一种能溶于啤
酒、 具有独特的 “起泡” 作用的
蛋白质， 和二氧化碳气体共同作
用产生泡沫。 这些泡沫里有起泡
蛋白质、 多肽、 多糖、 酵母、 微
量元素等， 有益健康。

红灯

滴完眼药水压会儿内眼角

啤酒带“沫” 喝更健康

口罩潮湿影响防护效果

1.盐 ：人体内的钙是通过与
钠相伴从尿中排出的， 吃盐多尿
钠排出就多， 尿钙排出量也会增
加。 2.肉：适量的蛋白质有助于钙
的吸收，但当膳食中蛋白质过多，
钙的吸收率反而降低。 3.咖啡：每
天饮用4杯以上咖啡就会影响钙
的吸收。 建议每天食盐不超5克，
畜禽肉类的摄入量应为 50-75
克，咖啡1-2杯即可。

3种食物加速钙流失

为深入贯彻新修订的 《北京
市燃气管理条例》， 落实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有效遏制
液化石油气爆燃事故的发生， 房
山区城管执法部门积极联合多部
门开展液化石油气专项安全检查
工作。

1月15日， 联合执法人员在
位于拱辰街道的东关村成功查处
一起非法倒卖液化气行为， 现场
查扣面包车一辆 ， 燃气钢瓶12

个 ， 其中包括50公斤钢瓶6个 、
15公斤钢瓶6个， 并将涉事人员
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通过开展安全整治专项行
动， 严厉打击了非法购气交易行
为， 消除安全隐患， 提升居民和
用气单位的安全意识， 引导其自
觉遵守安全用气规定， 切实保障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接下来， 房山区城管执法部
门将对全区所有液化气供应企业

及餐饮公福用户逐一开展拉网式
排查， 建立 《燃气专项执法检查
工作台账》， 坚决做到 “情况清、
底数明”， 同时与公安、 消防等
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对全区
餐饮企业及其他燃气使用单位的
液化石油气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对存在液化石油气管道老化、 液
化气阀门损坏等现象的经营者下
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限期整改，
同时加大对无照游商使用悬挂瓶

装液化气现场制售食品行为的查
处力度。

此外， 在执法检查中将发放
宣传材料、 检查提示和街面宣传
相结合， 下发 《致燃气公服用户
的一封信》 《致广大居民如何安
全使用燃气的一封信》， 有针对
性地加强宣传教育， 有效提高全
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燃气安全防
范意识。

（李安琦）

·广告·

房山区城管执法局 查处非法倒卖液化气行为

疫情反复，关于新冠病毒的防控时时刻刻都不能松懈。 正
因为如此，“如何预防新冠病毒”一度成为了人们谈论的热点话
题。传播正确的知识还好，错误的简直是害人害己。今天我们就
请北京大学医学部硕士郑嘉堂来帮我们辨一辨关于新冠病毒
防护知识的真真假假……

这这些些方方法法能能预预防防新新冠冠病病毒毒？？
别别别别别信信信信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