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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噪声污染已经成为六
大环境污染因素之一。什么声音
被归为噪声呢？科学上的定义是
发声体做无规则振动时发出的声
音叫作噪声。如果发声体发出的
声音超出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并对人们的正常生活、
学习和工作造成影响，我们就称
之为环境噪声污染。

噪音对人体最直接的危害体
现在听力损伤，例如长期处于反
复性的噪音暴露环境，或者一次
性长时间在超分贝噪音环境中暴
露过长时间，就会造成感应神经
性耳聋。同时，一般声音超过
85~90分贝，就会对耳蜗造成损
伤，长此以往，听力就会逐渐下
降。而一旦在140及以上分贝的
环境中暴露，不管暴露的时间有
多短，都会产生听力损害，严重
时甚至会直接产生不可逆的永久
性伤害。

但是噪声除了对耳朵和听力
的直接损伤外，还会对我们的眼
睛和视力造成影响。

相关实验表明，当噪声达到
90分贝时，人的视觉细胞的敏感
性就会下降，识别弱光反应时间
延长；噪声达到 95分贝时，有
40%的人瞳孔放大，视线模糊；
而噪声达到115分贝时，大多数
人的眼球对光亮度的适应都有不
同程度的减弱。所以，长时间处

于噪声环境中的人很容易发生眼
疲劳、眼痛、眼花和视物流泪等
眼损伤现象。调查同时也发现噪
声会使人对红、蓝、白三色的视
野缩小80%。

人类的眼睛和耳朵在某种程
度上来说是相通的，它们都和神
经中枢相连。噪声在损伤听力的
同时会作用于人类大脑的中枢神
经，而声音在传输到人的听觉器
官——耳朵时，同样借助大脑的
神经系统来传输到人的视觉器
官——眼睛。声音太大将导致神
经受损，进而导致整体视觉功能
下降和紊乱。

想要减少噪声的危害，要从
源头上消除噪声，即从根本上杜
绝噪声的发生；同时，可以减少
在噪声环境中暴露的时间；还可
以佩戴物理防噪声的耳机等进行
自我保护；此外，加强噪声污染
危害的宣传教育，让大家一起意
识到减少噪声污染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 据新华网

从古至今，传统的清凉饮品
中总有一碗绿豆汤。然而除了解
暑，绿豆还被赋予了更多期待。
《开宝本草》里关于绿豆可以“消
肿下气，压热解毒”的功效说
明，以及 《本草纲目》 里：“绿
豆，解金石砒霜草木一切诸毒，
宜连皮生研水服”的记载，让绿
豆承担起治病解百毒的重担。

绿豆真的可以解暑吗？又真
的可以解毒吗？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
的。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
绿豆的成分的话，绿豆确实富含
钾、钠、钙等各种矿物质。容易
出汗的夏季，身体不仅需要补充
水分，还需要补充矿物质。所以
类似于运动出汗后，可以来一瓶
富含矿物质的运动功能饮料一
样，绿豆汤之所以有去热消暑的
魔力，也是因为可以在补充水分

的同时给身体补充宝贵的矿物
质。而从绿豆的色泽来看，绿意
盎然的外皮和汤色，能给人带来
清爽夏季的心理暗示，更不用说
绿豆的气味里还含有特殊的芳香
物质（如香豆素类等），能让烈日
下昏昏欲睡的精神得到提振。

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虽
然记载绿豆解毒的古代典籍为数众
多，但小小绿豆实际承载不了“解
毒”的光环。如果肠、胃消化道里
进入了重金属毒素，那绿豆的蛋白
质可能与其结合成沉淀物，促进其
排出体外——但这只是蛋白质化学
反应的原理，而论蛋白质含量，绿
豆远远低于大豆和牛奶，所谓“解
毒”功效基本微乎其微。如果是草
木神经毒素，那绿豆就更跟解毒不
沾边，此时必须及时就医，千万不
要因为听信传说延误了治疗。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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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杂志 《柳叶刀·肿瘤
学》近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
示，全球2020年新增约74.1万例
与饮酒相关的癌症病例，占同年
新增癌症病例总数4%。

报告说，去年关联饮酒的癌
症新增病例中，46.7%日均摄入酒
精超过60克，39.4%日均摄入酒
精20克到60克，13.9%日均摄入
酒精不到20克。这些病例中，食
道癌、肝癌、乳腺癌数量最多，
分别约有19万例、15.5万例和9.8
万例。男性占所有新增关联饮酒
病例的76.7%。

据英国《卫报》报道，世界
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
构研究人员假设从饮酒到确诊癌
症之间有10年“潜伏期”。他们
利用酒的产量、税收和销量等数
据计算出世界各地人们2010年饮

酒数据，结合分析2020年新增癌
症病例数，得出上述结论。

研究人员说，实际关联饮酒的
癌症病例数可能更多，因为他们没
有计入2010年以前饮酒数据，且
癌症数据未涉及所有癌症类型。

《卫报》援引研究报告作者之
一哈丽耶特·鲁姆盖伊的话报
道，饮酒对癌症的影响常常不为
人所知或被忽视，公众需增强饮
酒与癌症之间关联的认识。

英国癌症研究会网站信息显
示，饮酒可能导致乳腺癌、肠
癌、口腔癌、食道癌、喉癌、咽
癌和肝癌。这一机构的首席执行
官米歇尔·米切尔就研究报告发
表评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饮
酒可能导致 7 种癌症，喝得越
多，患癌症风险越高，没有安全
的饮酒水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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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说到核酸检测，首先要了解生物实验
室。根据危险度等级，包括传染病原的传
染性和危害性，国际上将生物实验室分为
P1、P2、P3和P4四个等级。P1~4实验室
可承担的工作也根据这一安全等级进行划
分，其严格等级从低到高。P3实验室又称
防护实验室，适用于处理对人体、动植物
或环境具有高度危害性，通过直接接触或
气溶胶使人传染上严重甚至是致命的疾
病，或对动植物和环境具有高度危害的致
病因子，通常有预防和治疗措施。

核酸检测是极其灵敏且精密的实
验，所以要建立专门的方舱实验室。那
么核酸检测在实验室内是如何进行的？
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检测前的准备工
作—核对样本信息—样本灭活—开盖加
样和核酸提取—PCR反应体系配制—核
酸扩增检测—检测完成—高压灭菌。

一、检测前

打开样本前，检测人员要穿戴好个
人防护装备，如防护服、口罩、护目镜、
面屏、双层医用乳胶手套、防水靴套。

二、检测中
1.核对样本信息。样本都是在严密包

装下被护送到实验室的，需要实验室工
作人员签收后录入信息。这个步骤需要
工作人员一个一个拆开双层密封包装，
每一个都要进行消毒。消毒完毕后对被
检测样本的姓名、年龄、性别等信息进
行核对。然后再将标本的信息录入系
统，对接健康码。这期间需要工作人员
全程手工操作，特别是在海量标本里，
还要保证零错误。

2.将样本放在水浴箱中进行半个小时
的 56℃高温灭活，使病毒蛋白失去生理
活性，在不影响病毒蛋白的基因序列的
前提下，使病毒失去感染、致病和繁殖
能力，保证检测过程的安全性。

3.实验员拿到灭活后的样本时，第一
步是进行振荡，尽量让拭子上的病毒洗
脱在培养基溶液中，第二步是进行5分钟
的沉淀。第三步进行开盖加样，这一步
必须实行人工操作，并且需要两人高度
配合完成：一人拧开样本罐的盖子，另
一人拿微量移液器在样本罐中吸取微量
溶液，放到另一个提取管里，再拧上管
盖。核酸提取可以使用仪器辅助，但由
于比对需要，往往要加以人工操作，需
要反复进行离心、加试剂、洗涤等10多
个步骤。其中，需要打开管盖的操作就
达7次以上，完成一例人工核酸提取需要
50分钟左右。

4.走出核心试验区，开始进行 PCR
反应体系配制，将提取的病毒核酸加入
到核酸扩增检测试剂中。

5.将配制好的 PCR 反应物放置在荧
光定量PCR仪上。在电脑上设置PCR反

应条件，运行仪器，开始核酸扩增检
测。这个过程需要1~2个小时，而且仪器
一旦启动扩增程序是不能停下来中途添
加新的标本的，必须要等这一批的结果
扩增完成后，才能进行下一批标本的扩
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核酸检测不能
做到随到随测的原因之一。

三、检测后
检测人员需要实时关注检测情况，

约1.5小时后，核酸扩增完成，进行检测
结果判读。然后工作人员将结果上传到
系统，群众就可以查询结果了。至此，
历经大概4小时，整个流程完成。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对
污染物的高压灭菌处理。实验过程产生
的污染物通过高压灭菌后，按普通医疗
垃圾处理。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在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通过核
酸检测发现病毒感染者已经是大家再熟
悉不过的检测方式。那么核酸检测为什
么能发现病毒感染呢？

所有生物除朊病毒外都含有核酸，
核酸包括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核糖
核酸（RNA），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仅含
有RNA的病毒，病毒中特异性RNA序
列是区分该病毒与其他病原体的标志物。

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就是要检测病
毒的RNA基因组的一些有标志性的基因
片段，用核酸检测试剂就能检测出来。

在新冠疫情发生初期，中国研究人员
在极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对新冠病毒全基因
组序列的解析，并通过与其他相似病毒，
如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对比，发现了新
冠病毒中的特异核酸序列。因此，如果能
在受检者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的特异核
酸序列，就可以判断此人被感染。

检测新冠病毒特异核酸序列，要先将
新冠病毒核酸（RNA）逆转录为DNA，
再采用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方法进行
放大或扩增，以检测特定的基因序列。

PCR的作用是扩增DNA，也就是对
选择出的具有特异性的新冠病毒部分独
特的基因片段作为靶标DNA，将其序列
进行指数级的扩增。每一个扩增出来的
DNA序列，都可与预先加入的一段荧光
标记探针结合，产生荧光信号。扩增出
来的靶基因越多，累计的荧光信号就越
强，以此来确定样本中是否有病毒核
酸，也即确诊受检者是否被感染。

这种核酸检测技术的关键，是对病
毒特异性DNA片段进行扩增。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表了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让人们知道了DNA的

分子结构，也开启了从分子上理解生命的
时代。但是，人体的一个细胞只有一组
DNA，既微小，又难以分离和提取来进
行体外研究。要进行DNA分子的研究，
必须有一种技术能在体外扩增DNA分子。

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科拉纳等人提出核酸体外扩增的设想，
经DNA变性，与合适的引物杂交，用
DNA聚合酶延伸引物，并不断重复该过
程便可扩增DNA。但是当时技术水平有
限，这一设想难以实现。

1976年，就读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
那提大学生物系的中国台湾科学家钱嘉
韵，从黄石公园热泉中发现的嗜热菌中
提取了高温 DNA 聚合酶，使得扩增
DNA的设想又前进了一步。

PCR技术发明完成最后一脚射门的
射手是美国生物化学家凯利·穆里斯。
据穆里斯回忆，1983年4月的一个星期
五晚上，穆里斯开车去乡下别墅的路上，
猛然闪现出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的想
法。1985年，穆里斯在Cetus公司工作
期间，成功发明了PCR。

PCR发明后，有人赞誉这一发明将
生物学划分为两个时代：PCR前时代和
PCR后时代。有了PCR技术，可以将任
意痕量的DNA分子扩增，应用于各个方
面，如诊断疾病、生物个体识别、亲子
鉴定、刑事鉴识发现罪犯、产前诊断确
诊遗传病等。由于发明了PCR，穆里斯
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核酸检测法不仅用于新冠病毒感染

的诊断，也广泛用于其他病毒性感染疾
病。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研究人
员研发出巢式PCR技术的核酸检测试剂
盒，用以诊断病人。此后，对H7N9禽
流感也研发了核酸检测试剂盒。2014
年，中国“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
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取得一系列
重要研究成果，其中新型核酸检测技术
一次能对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
三种病毒同时检测，大大缩短了检测的
窗口期。此外，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
综合征病毒等病毒检测中，都曾使用核
酸检测试剂盒。

现在，PCR用在新冠病毒感染的诊
断上，是通过快速扩增新冠病毒的特定
基因片段来确认受检者是否被病毒感染
的。目前常用的是利用逆转录聚合酶链
反应（RT-PCR）研发的试剂盒。

中国国家卫健委颁布的《新型冠状病
毒实验室检测技术指南》规定，采集标本
的种类里有上呼吸道标本（咽拭子、鼻拭
子、鼻咽抽取物），下呼吸道标本（深咳
痰液、呼吸道抽取物、支气管灌洗液、肺
泡灌洗液、肺组织活检标本），血液标
本，血清标本，后来又增加了粪便、肛拭
子。但在实际操作中，采取最多的是咽拭
子、鼻拭子之类的上呼吸道标本。

由于新冠病毒通常出现在感染肺部
深处的组织和细胞，因此下呼吸道标本
对检测来说是最好的，病毒多、最易检
测出来。但是，深肺组织样本不好采
集，而病人咳嗽的时候，一些病毒是可
以被带到上呼吸道，而且病毒也可以感
染上呼吸道，因此上呼吸道标本（咽拭
子、鼻拭子、鼻咽抽取物）已成为标准
采样。 据《北京日报》

核酸检测是怎么发现新冠病毒的

核酸检测的结果是如何出来的

8月11日，在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实验室，工作人员将加完样的样本放到自动
核酸提取仪上，开始提取病毒核酸。 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 摄

科学探索

8月13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医药所能量代谢与生殖研究中
心首席科学家约翰·罗杰·斯彼克曼团
队与美国杜克大学进化人类学副教授赫
尔曼·庞泽等多个国际团队合作的最新研
究成果发表在《科学》上。该研究通过大
规模的国际合作和一系列创新方法，准确
测量了人类从出生到老年代谢率的高峰和
低谷，首次揭示出全生命周期的代谢规
律。研究表明，人的代谢规律呈现出“升
高—下降—稳定—缓慢下降”的模式，改
变了以往人们对“青春期代谢率高，中年
之后代谢下降”的认知。

研究数据表明，婴儿的代谢率是最
高的。婴儿在出生后的前12个月里，对
能量的需求会迅速增加，因此到1岁时，
婴儿单位体重消耗的卡路里可比成人的
代谢率高50%。“部分原因可能是在他们

生命最初的几周基本上是久卧不动的，
到一岁左右才开始真正活跃起来。与此同
时，婴儿的静息代谢率也大幅度上升，这
可能与他们惊人的生长率有关。”斯彼克
曼说，婴儿期如此高的能量需求，可能导
致婴儿期的成活率十分依赖能量供给，如
果在婴儿期这个关键的发育时间窗口能量
供给不足，就很难成活，即使成活下来
也很难正常生长到成年。

代谢率在经过婴儿初期的激增之
后，会以每年约3%的速度减缓至20多
岁，随后便稳定下来进入正常状态。“尽
管青少年时期是生长突增的时期，但数
据表明，青少年时期的每天能量需求似
乎并没有任何增加。我们本来认为青春
期的代谢率会有所不同，但是事实并非
如此。”庞泽说。

研究还发现，20多岁至50多岁这一

时期的能量消耗是最稳定的。即使在怀
孕期间，伴随着婴儿的成长，孕期女性

的能量需求仅仅是随着体重的增加而增
加，其自身的能量需求并没有出现大幅
上升。“也许有人告诉你，30岁以后身体
的各项机能都会下降从而导致体重的增
长，但作为家庭和社会中流砥柱的中年
人，发福的因素有很多，我们的研究表
明，最起码代谢率变化并不是原因之
一。”斯彼克曼表示。

那么真正的分水岭在哪里？研究指
出，人体的代谢率在60岁之后才真正开
始缓慢下降，虽然每年以平均0.7%的速
度缓慢下降，但到90多岁时，人每天需
要消耗的卡路里只有中年人的74%。

能量需求随时间变化的机制目前尚
不完全清楚，但该研究改变了以往人们
对代谢的认知，表明我们可能需要重新
审视发育阶段和衰老阶段的能量需求和
营养策略。 据《北京日报》

科学家揭示人类生命周期代谢规律

日前，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张雷教授团
队和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张旭教授团队
合作，设计出一种新型光敏剂——两性离
子修饰的亲水性卟啉，应用于光动力牙科
治疗策略中，可有效清除牙冠上95%的变
形链球菌生物膜。该项研究成果发表于国
际权威期刊《先进功能材料》。

据介绍，香烟、有色食物和饮料的
摄入都会导致牙齿污染变色。受污染的
牙齿为细菌滋生提供了营养，大量细菌
在牙齿上聚集、增殖形成生物膜，从而
又导致了牙菌斑、牙釉质脱矿、龋齿和
牙周炎等。而且这种生物膜一旦形成就

非常难以清除。
目前，光动力疗法是一种新型化学

漂白技术，其原理为：光敏剂在分子氧
存在的情况下被光激发产生活性氧。治

疗过程中可以通过精准调
节光源、光敏剂位置和时
间，实现“按需生产”活
性氧，避免对正常组织造
成损伤。

原卟啉是光动力治疗
中最常见的光敏剂，但原
卟啉难溶于水，这严重限
制了其产生活性氧的能

力。张雷教授团队独辟蹊径，设计了一
种两性离子修饰的亲水性卟啉。由于两
性离子基团的高度亲水性，被修饰的原
卟啉的水溶性显著增强。实验结果显

示，由于其合理的电子供受体结构以及避
免了分子聚集，使用这种亲水光敏剂实施
光动力治疗，活性氧产率提高至原来的八
倍。被咖啡、茶水、葡萄汁、蓝莓汁染色
的牙齿均实现了无损美白，牙冠上95%的
变形链球菌生物膜被有效清除。

据张雷教授介绍，“应用了新型光敏
剂的光动力牙科治疗策略具有无损牙齿
美白和根除生物膜的双重功效。可为牙
齿美白，以及预防和治疗生物膜诱发的
牙菌斑、牙釉质脱矿、龋齿、牙周炎等
疾病提供更便捷、安全、有效的方法。”

据《科技日报》

新型光敏剂让牙齿美白除菌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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