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说“春捂秋冻”，秋
天要适当冻一冻吗？咖啡
加白酒一起喝，真的不影响
健康吗？科普之路任重道
远，9月科学流言榜出炉，看
看你有没有上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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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气温下降时应该适当
“冻一冻”，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真相：秋季是夏季和冬季的过

渡阶段，适当让身体处于凉爽的状

态，接受一些寒冷的刺激，可以增强

机体耐寒能力和体表的抵抗力。不

过，晚秋时节昼夜温差增加，一旦有

强冷空气活动，气温急剧下降时，就

应及时、适当地增衣保暖，若再一味

强求“秋冻”，就会适得其反。

“秋冻”并不是人人适宜。心

脑血管疾病患者受寒冷刺激后，会

使原本就有病变的心肌缺血、缺氧

更加严重，加上“秋燥”常引起体

内缺水，导致血液黏稠度增加，

极易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中

风等疾病。

胃肠道对寒冷刺激非常敏感，

若不慎着凉，容易引起胃炎、胃溃

疡等疾病复发，严重者可引起胃出

血、胃穿孔等并发症。有支气管

炎、哮喘、肺心病等病史的人也不

宜“秋冻”，寒冷会对人的气道产生

不良刺激，使得疾病复发或加重。

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常反复

出现腿部胀痛、沉重感，受寒后可

使上述症状加重。

此外，对“秋冻”的理解也不应

局限于天气转冷而不急于增衣保

暖，还应加强体育锻炼——运动可

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机体的免疫

力和新陈代谢能力。人体新陈代

谢越旺盛，耐寒能力就越强。

■“酱香拿铁”销售火爆，自
己可以随意调制“白酒拿铁”饮用？
真相：“咖啡加白酒”会给饮

用者的健康带来潜在危害，不宜

多喝。

咖啡因和酒精都会刺激交感

神经系统，增加去甲肾上腺素水

平，从而引发心律失常或血压增

高，导致心跳过速、心悸、胸闷气短

等不适症状，并可能增加心血管疾

病的风险。二者还会刺激胃肠道，

使胃酸分泌增加，过量刺激还可能

导致胃酸反流到食管，引发胃食管

反流病（GERD），出现恶心呕吐、反

酸烧心等不适症状。

同时，酒配咖啡更容易喝醉。

咖啡的兴奋作用会降低人体对酒

精的敏感度，让喝酒的人呈现出一

种“清醒醉酒”的状态，在不知不觉

中喝下更多的酒，从而导致酒精摄

入过量，并可能引起酒精中毒、植

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症状。

■ 过敏性鼻炎症状缓解、无
症状后就可以停药？
真相：这种做法并不科学。过

敏性鼻炎患者的用药，也需要有规

律性。

秋季是花粉症（季节性过敏性

鼻炎）的高发季，有些患者在症状

严重时按时用药，一旦症状消失就

停药，导致没过几天症状又加重，

反复发作。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过敏性鼻炎患者鼻黏膜存在“最轻

持续性炎症反应”，这种无症状的

炎症反应会导致鼻黏膜的高反应

性，阈下刺激（强度小于感觉阈限

的刺激，即个体觉察不到，但仍可

引起一定生理或心理效应）也会引

起临床症状。因此，过敏性鼻炎治

疗中应坚持用药、注意规律性。

本报记者 郜阳

理性看待“秋冻”
勿恋“酒配咖啡”

似是而非的“科学”面前，你冷静吗？
本报讯（记者 郜阳）

年度诺贝尔奖科学奖项将

于北京时间明天傍晚起陆

续揭晓，生理学或医学奖

得主将于北京时间10月2

日17时30分公布，物理学

奖和化学奖得主分别于3日

和4日的17时45分揭晓。

有人在25岁那年，就

与物理学家父亲一起把诺

奖带回家；有人年过半百，

却还未拐入最终让他成为

“人生赢家”的研究领域。

有的成果一经发表就引发

轰动，次年即引来诺奖青

睐；有的研究却苦等半个

多世纪，才等到金光闪闪

的奖牌……在诺奖122年

的历史上，三大科学类奖

项总共诞生636位得主，其

中4位“梅开二度”。

去年，瑞典科学家帕

博因在“人类演化以及已

灭绝的人类基因组研究”

方面的贡献，获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阿斯佩、克

劳泽和塞林格被授予诺贝

尔物理学奖，以表彰他们

在量子信息科学方面的贡

献；贝尔托西、梅尔达尔、

夏普莱斯荣膺诺贝尔化学

奖，以表彰他们在点击化

学和生物正交化学领域的贡献。

可以说，120年来，诺贝尔科

学奖项作为全世界公认的自然科

学领域最高荣誉，几乎囊括20世

纪以来最具原创性的重大成果和

突破性进展，代表现代科学研究的

主要趋势。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

副主席、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

主莱维特认为，获得诺奖需要具备

“五要素”：具有充足的研究经费；

不存在明显的官僚主义；以小型团

队（五人左右）为宜；来自

同侪的强大压力；没有等

级观念。莱维特表示：

“我曾经工作过的剑桥医

学研究委员会分子生物学

实验室，是一个不大的研

究所，但却出了28位诺奖

得主……事实上，很多诺

奖成果都是科学家最富创

造力的青年时期完成的。”

不过，通往诺贝尔奖

的道路，却越来越漫长。

现在，几乎有一半的获奖

者从做出值得诺贝尔奖的

发现到获奖要等待20多

年。三大科学奖中，化学

奖的“诺贝尔奖滞后期”最

长，以过去十年的获奖者

来统计，“滞后期”平均值

为30年，而生理学或医学

奖的“滞后期”略短，也有

26年。20世纪上半叶，30

多岁的诺奖得主比比皆

是，而现在却闻所未闻。

对于首个公布的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来说，

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引

文桂冠奖近日公布——自

2002年以来，该奖项的获

得者中有71位获得诺奖，

很多人在摘得诺奖多年前

就获得引文桂冠奖。今年

获得引文桂冠奖的CAR-T疗法先

驱朱恩和萨德莱恩，他们能否获得

诺贝尔奖的垂青，值得期待！同样

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奖

也在9月下旬揭晓，其中今年的拉

斯克基础医学奖授予能够预测蛋

白质三维结构的革命性技术——

AlphaFold的开发者。而光学相干

断层扫描（OCT）技术、对睡眠/唤

醒周期的遗传学和生理学研究等

也在“排队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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