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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新冠疫苗会改变人体基
因？从耳垂皱褶就能提前预知冠
心病？过冬神器“自发热内衣”真
的可以自行发热？千万别信，这
些都是忽悠人的。日前发布的今
年首期“科学”流言榜对上述谣
言进行了辟谣。

每月“科学”流言榜由北京
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网信
办、首都互联网协会指导，北京
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北京地区
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共同发布。

打新冠疫苗会改
变人体基因？

目前全球已经获批上市的
疫 苗 主 要 有 两 种 ：一 种 是
mRNA 疫苗，另一种是灭活疫
苗。有传言说 mRNA 新冠疫苗
可以通过逆转录，将病毒的基
因嵌入人体染色体，接种者将
因此变成转基因人。这是不可
能的。无论哪种疫苗，都不会改
变人体基因，更不会把接种者
变成“转基因人”。

灭活疫苗通过化学等方法
使新冠病毒失去感染性和复制
力，同时保留了能引起人体免疫
的应答活性，属于传统经典的疫
苗制备方式，不属于基因工程疫

苗，“改变人体基因”无从谈起。
而 mRNA 新冠疫苗主要是

利用基因组测序和分析，把编码
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的一部分
基因作为抗原来生产疫苗。

新冠病毒是 RNA 病毒，但
不是“逆转录RNA病毒”，所以
新冠病毒的基因不会整合到人
体染色体中。携带着人体基因
组的染色体存在于细胞核内，
细 胞 核 有 核 膜 包 裹 。对 于
mRNA 疫苗来说，疫苗的纳米
微粒载体，只是将病毒的基因
片段送入细胞质，根本不进入
细胞核。连细胞核都不能进入，
怎么会有机会整合到人的基因
组里呢？

从耳垂皱褶就能
提前预知冠心病？

耳垂主要由结缔组织构成，
无软骨，也无韧带，其血液供应源
自耳后动脉及颞浅动脉耳前支，
局部缺血可能会导致耳垂皮肤的
收缩而形成皱褶。这是正常的生
理现象，与冠心病无必然联系。

冠心病是由于冠状动脉发
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而引起血
管狭窄或阻塞，造成心肌缺血、
缺氧或坏死而导致的心脏病。简

而言之，就是心脏的供血血管发
生了狭窄，心脏供血不足，机体
从而表现出胸闷、胸痛等一系列
症状。《中国心血管病一级预防
指南》中提示：冠心病除了年龄、
性别、遗传等不可控因素外，高
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肥胖和
超重、吸烟、不良饮食习惯等均
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此外，研究发现，耳垂皱褶
征其发生的机制可能与特殊睡
觉姿势、遗传学背景、提早衰老、
氧化应激、胶原降解等有关，具
体的机制尚不明确。耳垂皱褶从
来没有被写进国内外的冠心病

诊治指南、专家共识、医学教科
书中，可见对医生的指导意义并
不是很大。

“自发热内衣”可
自行发热？

大多数销售发热内衣的商
家都声称，他们的发热内衣里有
一层“高科技”材料，可以自己发
热且保持37℃的恒温，保暖效果
是传统纯棉保暖内衣的好几倍，
是“黑科技”等等。

从能量守恒定律来看，自

发热并不科学，因为能量是需
要来源的，热量不可能凭空产
生。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能
够真正自己发热的材料，也就
是说，没有真正意义上自发热
的衣服。

所谓的自发热内衣其实是
把纤维“吸湿发热”的原理偷换
了概念。当纤维吸收水分时，纤
维分子中的亲水基团与水分子
结合，水分子的（水蒸气）动能
降低，同时转换为热能释放出
来，这就是吸湿发热。众所周
知，人肌肤表面的角质层会排
出水分，当人体皮肤向外散发
水蒸气时，这些水蒸气在液化
时会散热，这是我们冬天感到
寒冷的重要原因。这时如果穿
着纤维材料的内衣，纤维吸湿
性越高，吸湿过程中散热越多。
所以，所谓的自发热内衣，其实
就是用特殊纤维材料、具备“吸
湿保暖”效果的内衣。

在把纤维材料和其他成分
重新“组合”以后，自发热内衣的
确比普通的秋衣秋裤更加暖和。
但是，自发热内衣受环境影响较
大，在很干燥的环境当中就没有
什么吸热能力，比如在冬季干冷
的西北、华北地区，自发热内衣
的效果肯定没有在长江流域的
效果好。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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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黄牛”帮买车票、买
演唱会票，代排队、代挂号等相
比，如今网络“黄牛”已将目光瞄
准了一些“独特”的新业务——
帮抢名酒、帮欠债人“灭火”、方
便粉丝追星……然而，这些新服
务的背后，都涉嫌触碰法律，有
着不小的法律风险。

“反催牛”

数百元屏蔽催收电话

如今，不少人因为种种原
因，存在信用卡还款逾期、无力
还网贷而影响征信、受到催收骚
扰等情形。而一些网络“黄牛”也

“敏感”地捕捉到此类人群，开辟
了相关“反催收”业务。

“大量接收信用卡‘协商’业
务、网贷‘协商’业务，你搞不定
的，都可以交给我们处理。”一名
反催收“黄牛”在微信朋友圈称，
其所提供的服务可以代修复不良
征信、保全资产、避免起诉，“停掉
电话催收、上门催收”“停掉信用
卡逾期后的高额违约金和利息”。

记者以网络贷款逾期，被催
收电话“爆通讯录”为由，咨询

“反催收黄牛”。在听到来意后，
该“黄牛”很快建议做一个“防
爆”业务——针对催收方骚扰通
讯录的行为，进行有效电话拦
截，免受各类催收电话打扰。

“可以做通讯录防爆处理。”
对方同时表示，防爆不能 100%
保证不再受到骚扰，但是能把大
部分的骚扰电话给拦截下来。而
至于服务价格，对方表示“只需
要 300元即可”，同时包售后服
务一年时间。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提供类
似“反催收”的业务并不少见，甚
至有网页还大摇大摆呈现着“反
催收技巧总结”。只要在某社交
平台输入“反催收”等关键词，就
会出现一些账户。

对于“反催收”行为，有律师
表示，此类行为涉嫌扰乱金融秩
序，也会破坏社会信用。一些借
款人为了逃避债务而采用“反催
收”的手段，通过一些技术方法
拦截、伪造或变造证明材料或提
供虚假材料等行为，更可能触犯
相关法律法规底线，需承担法律
代价。

“追星牛”

5元买明星航班号

此前媒体报道，有网络“黄
牛”出售明星个人行程信息，引
发舆论关注。而记者日前再次调
查时发现，类似行为依旧存在。
普通人要想获取某个明星的航
班行程信息，只需“开价”即可，
价格低至5元。

“你要谁的呢？”一名名叫
“爱豆（偶像）行程一手控”的“黄
牛”询问，其表示自己朋友圈会
不定时更新明星的行程，“你也
可以直接告诉我你想要哪个明
星的行程。”

当记者表示希望得到某明
星的行程信息后，这名“黄牛”表
示 12元可以买到该明星的“哪
趟航班、从哪里到哪里、几点起、
几点落、哪个通道”。记者支付了
12 元钱后，很快得到该明星的
航班行程信息。而至于信息来
源，该“黄牛”没有正面回答，只

表示“能查询的”。此外，这名“黄
牛”还温馨提示“我只给你信息，
能不能接到，就看你自己。”

记者添加另外一位“黄牛”，
向其咨询前述明星的航班信息，
其表示只需要 5元。当记者支付
5 元钱后，不一会儿，对方就发
来该明星的航班号。不止如此，
他还表示可以“刷关，45 元，需
要联系”。见记者不太了解“刷
关”的含义，其表示所谓“刷关”，
意思是“进关，过安检看明星”。
他体步骤是，向其提供身份证、
姓名，而后其在网上帮忙订票，
成功后会发一张电子登机牌。到
时候记者只需带着身份证去机
场使用电子登机牌，过安检后就
可以看到明星。

以2月1日某明星的航班信
息为例，记者对比两位“黄牛”给
到的航班号，发现航班号相同。
在两位“黄牛”的朋友圈，多位明

星近期的出行日期、出发地、目
的地等信息也一览无余。

“白酒牛”

代拍代抢10瓶起

张彤平日热衷在网络平台
上抢购茅台酒，被周围不少朋友
视作“理财有道”。她告诉记者，
很多电商平台都对用户开放以
1499元直销价格限量购买茅台
酒的途径。然而可以买不代表能
买到，张彤坦言，她也只有春夏
时节能抢到几次。每次留一瓶自
家办事用，其他会在提货时当场
卖给“黄牛”。

作为市场上的“硬通货”，茅
台酒抢不到怎么办？记者发现，
有些人做起了代拍代抢等歪生
意。事实上，网络平台对于茅台
酒转售、代拍等关键词已经有了

屏蔽措施，记者尝试多种搭配，
最终找到相关发布内容。

记者了解到，“黄牛”代拍茅
台酒，通常一瓶加价 500 元至
600元，且会针对某一个或几个
平台，客户均需将自己相应平台
的账号和密码告知对方，拍不到
则不收费。

除了末端代拍，更有“黄牛”
以“软件服务”“脚本”等为名，连
同抢拍软件一同出售。某平台一
款标价 3元的“台茅脚本”，下方
配有一张小图。放大细看，才能
从列表商品名称中发现端倪。记
者询问，这个是能抢“那啥”的
不？对方表示肯定，并发来图片
示意记者添加对方微信。

在微信中，对方告知记者上
述软件可以用于京东、天猫、苏
宁 3个平台，开价 2万元。“你那
边开多个账号，自己去申请就可
以了，这边提供程序。登录程序
后挂上所有的账号，到程序去抢
就可以了。永久使用，包教包会，
免费送一年维护。”

该卖家坦言，一般软件是有
卖酒渠道的人来用的，或者想做
代购生意的人。要是只想买几
瓶，就不太适合。当然，他自己也
可以帮忙代拍，但需要 10瓶起
拍，每瓶加价 500元，账号同样
需由客户提供。

将账号和密码告知“黄牛”，
显然有着不小的风险。而用抢拍
软件这样的手段，则涉嫌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85 条
规定的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
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记者
发现，针对制售抢拍软件的案件
以前已有判例。

据《北京日报》

帮人躲债、卖明星行程、代抢名酒……

网络“黄牛”盯上新“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