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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七：用奶粉的冰淇淋是“低档”货

流言：
某品牌冰淇淋中外版本用料不同，在国内使用“低档”的

奶粉，而非“高档”的牛奶，不仅降低了标准，还抬高了价格。
真相：
不管冰淇淋生产商用浓缩奶、奶粉还是牛奶，最后都是要

调节冰淇淋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实际生产的时候多个成分常
常一起用，并没有什么“高档”和“低档”之分。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冰淇淋里最主要的功能成分都是脂
肪、蛋白质、糖，三种成分分别发挥不同的作用。冰淇淋蛋白质
的来源以乳蛋白为主，但无论用牛奶还是奶粉，最终呈现在产
品里的蛋白质作用是一样的。

在冰淇淋行业，中国企业用奶粉的比较多见，欧美国家用
得最多的则是“浓缩奶”，其实也不是“牛奶”。简单来说，浓缩
奶是介于牛奶和奶粉之间的，水分没有完全去掉的牛奶。

其实无论是奶粉还是浓缩奶，在食品工业都属于“标准
化”产品。

据《科技日报》

新冠“毒王”拉姆达已诞生，疫苗没用了？
——8月“科学”流言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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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针高针’’可以帮可以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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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一：骆驼奶更接近母乳

流言：
被誉为“沙漠白金”的骆驼奶，成分最接近母乳，比起牛奶更适合喂

养新生儿。
真相：
新生儿最好的食物是母乳。母乳中不仅含有婴儿所需要的所有营

养，而且各种营养成分的比例都在婴儿所需的合理范围内。母乳中的蛋
白质、脂肪和乳糖的含量通常分别是1%、4%和7%，而三者在牛奶中的
含量约为 3%、4%和 5%。与母乳相比，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过高、乳糖
含量过低，而骆驼奶的糖含量比牛奶还低，蛋白质又比牛奶高。即使不
考虑微量营养成分，仅仅是主要营养物质的组成，骆驼奶就已经跟母乳
相差太远了。

流言二：电动汽车不怕泡水

流言：
燃油车在大暴雨中被水浸泡后常常就报废了。电动汽车防水性好，

不怕泡水，甚至可以当“陆地潜艇”用。
真相：
理论上来说，电动汽车的涉水能力比燃油车要强。正常情况下电动

车泡水不会有漏电情况发生，如短时间内轻度泡水，经过及时修理后可
以正常使用。但是长时间深度泡水之后，电动汽车也照样会报废。暴雨
可能会使装配在电动汽车底部的电池剐蹭浸水，造成短路、漏电，从而
引发危险。如果电池包内部进入水汽，导致电芯间短路、电池温度迅速
升高，严重时甚至有可能发生爆炸。

如果电池进水后没有及时拆解，可能对电芯造成腐蚀，也可能导致
自燃。

流言三：“增高针”可以帮助孩子长高

流言：
如果担心孩子的身高不够，可以到医院打“增高针”解决问题。
真相：

“增高针”就是生长激素，在医学上主要用于治疗矮小症，有明确的
使用范围。患者能否打生长激素，也有一套严格的要求和体检指标，比
如年龄、骨龄、激素水平等，并不是想打就可以打的。

生长激素的不良反应有很多，有些孩子在注射生长激素后，甲状腺
功能会出现暂时性减低的情况，会有疲劳、乏力、虚胖等症状。有些孩子
在注射生长激素后会出现血糖高的问题，需要定期监测，避免发生糖尿
病的风险。还有的孩子注射生长激素后会引起内分泌紊乱、股骨头滑
脱、脊柱侧弯等。

所以，通过滥用生长激素的方式“拔苗助长”，孩子的健康反而很可
能会受到损害。

流言四：“防闷神器”可以缓解口罩闷热感

流言：
天气热时戴口罩会感到非常憋闷，“防闷神器”支架可以将平面口

罩支撑起来，增加口罩与口鼻的距离，从而减少闷热感。
真相：
口罩是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重要防线，“防闷神器”在里面加一个

支架，会影响到口罩的密合性，令防护效果大打折扣。
规范化佩戴口罩时，需要双手把口罩捂住，用双食指进行鼻夹

塑形，贴合脸颊。支撑架一般是由塑胶制成的，形状统一，难以符合
每个人的脸型，又容易发生移位。“防闷神器”中央的支撑幅度过大，
容易导致口罩两侧缘出现缝隙，影响口罩的气密度，削弱其防护性。

流言五：新冠“毒王”拉姆达已诞生，疫苗没用了

流言：
新冠拉姆达突变株是超越德尔塔突变株的“新毒王”，疫

苗没用了。
真相：
我们确实要警惕不断出现的突变株，但也不必理会一部

分人拿突变株进行“恐吓营销”。从血清中和实验来看，最近一
些研究确实显示拉姆达有一定的免疫逃逸，但在众多突变株
中谈不上突出。根据现有研究，拉姆达也没有使疫苗失效。

6月14日，拉姆达突变株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值得关
注的突变”，即在遗传突变水平上可能会导致病毒传播力增强、
免疫逃逸，并且突变株在公共卫生水平上展现出了潜在威胁。

根据拉姆达突变株在南美的扩散，特别是在几个月的时
间内成为秘鲁的主要病毒株的情况，科学家认为
拉姆达突变株是个传播能力更强的病毒株。

不过，在评估一个传播能力强的突变株的
潜在影响时，我们还要考虑到目前各个主要突
变株间的竞争与此消彼长。依据跟踪研究，拉姆
达对其他突变株（特别是德尔塔突变株），并未
表现出更强的竞争力。对全球疫情而言，拉姆达
的实际影响远不如德尔塔。

流言六：长期喝浓茶会致重度贫血

流言：
茶中含有大量的单宁，这种物质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

因此常喝浓茶会导致缺铁性贫血。
真相：
单宁的确会妨碍铁的吸收，但从各国的实际人群调查来

看，喝茶不会对人体铁的吸收产生很大影响，也不会导致贫
血。对于一般人来说，喝茶对铁的吸收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
计的。

人们喝茶一般不会很多，从茶叶中能够溶解出来的单宁
就更少了，对于铁吸收的影响其实很小。另外，我们日常的饮
食是多种多样的，有很多食物都含有铁，只要多吃点富含铁的
食物，就不用担心缺铁。有很多食物可以促进铁的吸收，比如
蔬菜水果中的维生素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