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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新能源车辐射强？
2024十大科学流言发布，所谓“科学道理”不靠谱

在     年元旦到来之

际，“吴淞口日出指数”发布，

并同步推出吴淞口日出观赏

地图，让市民游客可以提前

规划出行。

吴淞口是黄浦江的入海

口，也是上海观赏日出的著名

景点之一，在小红书等社交媒

体上是“网红打卡点”。此次

由宝山区气象局发布的“吴淞

口日出指数”，可以让市民游

客了解未来三天的日出状

况。同时，哪里是观赏日出的

最佳视角，此次推出的观赏地

图，也提供了十大观赏点。

“网红景点”现象近年来

屡见不鲜，许多景点因某个

特定事件或特色，加上社交

媒体的传播而迅速走红，成

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

目的地。然而，不少“网红景

点”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其

热度往往难以持久，像某花

海景区因其绚丽多彩的花卉

景观而成为“网红打卡点”，但是

花期淡季时游客数量急剧下降，

最终因为游乐项目单一，缺乏其

他丰富的体验活动，而逐渐

失去了对游客的吸引力。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网

红景点”现象实际上是一种供

需关系的短期失衡状态。当

一个景点因为某个特定事件

或者特色突然受到关注时，它

在短时间内供不应求，从而形

成一股热潮。但随着同质化

的景点增加以及消费者兴趣

点的转移，这种不平衡状态很

快就会被打破。

要想让景点实现可持续

发展，就必须找到长期稳定

的需求基础，需要“有心插

柳”，通过科学的规划和布

局，使旅游资源形成有机整

体，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从

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游

览。像此次推出的吴淞口日

出观赏地图，不仅能够提升

日出观赏地附近景点的整体

吸引力，还能延长市民游客

的停留时间，满足市民游客

的多样化需求。

“有心插柳”才能让景点

“长红”。通过优化景点规

划、挖掘文化内涵、完善配套设施

和创新营销策略等手段，才能拼

出“风景这边独好”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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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年度照片是哪张？
2024，你过

得好吗？

这一年，

有没有这样一

张 特 别 的 照

片，定格了你

的专属风景，

记录下触动心

弦的瞬间。本

期“十分上海”

年终特辑，我们

来到乍浦路桥、

洋泾港桥、静安

寺天桥，遇见桥

上摄影爱好者，

聊选哪张照片

作为年度封面，

听照片背后各

自经历和心情。

2025，“十

分上海”还将

陪伴在市民身

边，期待与你

在上海街头不

期而遇，用镜

头记录城市变

化，感受世间

冷暖。

本报讯（记者 马丹）2024年

最后一场冷空气正在“收官”，上海

将在回暖中迎接新年的到来。今天

白天，早间全市大部地区仍在最低

气温-2℃~2℃之间，中心城区徐家

汇站为 3.6℃，比昨天高了 2℃~

4℃。白天升温明显，最高气温回升

到13℃上下。明天，补充的弱冷空

气“到访”，气温会有小幅下降，全天

气温在4℃~10℃之间。元旦早间市

区最低气温3℃左右，郊区-2℃。据

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报，冷空气已近

尾声，元旦起气温会再度回升。

上海的元旦天气晴好，白天最

高气温也会重回13℃。时值隆冬，

天气却暖如2月甚至3月初，会有一

种要“入春”的错觉。但是，气象专

家提醒，数九寒天，冷空气不会就此

“停工”，元旦后新一股弱冷空气将

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北方部分地

区会有4℃至6℃降温。3日起，受

冷空气扩散影响，上海云系增多，气

温再度下滑至10℃以下，之后气温

还会有些小的起伏。总体来看，未

来十天上海都将维持干燥少雨的天

气，市民要注意润肤补水，并注意用

火用电安全。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市市场

监管局今天发布《上海市市场监管部

门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明年1月1日起，将

施行更加规范的涉企行政检查工作，

执法人员检查时除了亮执法证外，

还要出示“检查码”，企业可扫码核验

检查任务内容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

《方案》聚焦解决企业反映的

“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随意检查”等

问题，在严守安全底线、实现有效监

管的基础上，减少现场检查对象、减

少现场检查频次、减少现场检查内

容、减少检查对企业的影响，提高随

机抽查方式（包括“双随机、一公开”

等方式）运用率、提高跨部门联合检

查率、提高非现场检查率、提高检查

问题发现率。

《方案》明确，对同一经营主体同

一经营场所的有计划现场检查，一般

每年最多查1次；确需多次现场行政

检查的，检查间隔原则上应在一个月

以上。检查对象列入“无感监管”清

单或检查事项列入“无事不扰”清单

的，原则上不主动开展现场检查。

执法要亮“检查码”
元旦起市场监管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

“二维码很快就会被用完”“基

因检测能够剧透智商”“新能源汽车

辐射很强”……这些网传的所谓“科

学道理”，你是否还在深信不疑？

2024年收尾之际，十大“科学”流言

如期发布，帮助公众明辨是非。

流言1 据不完全统计，二维码

每天的全球使用量高达   多亿。

所以，二维码很快就会被用完？

真相：二维码不会用尽。实际
应用中，二维码的容量通常是非常

大的，远超我们通常需要存储的数据

量。二维码的服务多数是本地化的；

使用的二维码本身的服务具有时效

性，过期二维码之后可重复使用。

流言2 采集孩子的口腔黏膜细

胞样本，就能用基因技术分析智商、情

商等指标，评判孩子未来能否成才？

真相：这样的检测没有科学依
据。从科学本身来讲，基因决定性

状只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但是基因

与基因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流言3 保鲜膜包裹食物加

热，会向食物中释放致癌物质？

真相：不准确。大家对保鲜膜
“致癌性”的担忧主要针对聚氯乙烯

（PVC）类保鲜膜中用作增塑剂的邻

苯二甲酸二酯（DEHP）。实际生活

中，人们接触到的DEHP浓度常远

低于导致健康问题的剂量。不过，

尽量不要使用同一张保鲜膜多次覆

盖食物。

流言4 新能源汽车的辐射很

强，长期开这类车会致癌？

真相：该说法没有科学依据。
国家对电磁辐射有严格的限值要

求，任何车辆在上市前都要进行

“EMC测试”。根据测试，新能源汽

车的磁感应强度＜1微特斯拉，磁

场强度＜0.8安培/米，控制在国标

的1%以内，用户不用担心。

流言5 老年人“吊颈健身”走

红网络。只要将头吊在树上，身体

随绳索摆动，常练就可治疗颈椎病？

真相：“吊颈健身”参考的是临
床上的牵引原理，但一些中老年人

本身就有颈椎疾患，且人体是有一

定生理曲度的，盲目“吊颈”存在极

大安全隐患，可能损伤神经和脊髓，

严重的会导致高位截瘫，甚至致命。

流言6 买来的螃蟹有“针眼”，

怀疑是被注水、注胶或打了兴奋剂？

真相：答案是否定的。这些小
孔有可能是螃蟹上市前最后一次蜕

壳后，在捕捞或运输过程中相互挤压

受伤，伤口愈合后留下的疤痕。螃蟹

上市时的外壳非常坚硬，要想穿透它

注入液体或药物，费时费力且大概

率会扎破螃蟹内脏，得不偿失。

流言7 辐照食品被放射性射

线照射过，带有放射性，不能食用？

真相：食品辐照主要使用从辐
射源发出的带有一定能量的电子或

γ（伽马）射线等对食品进行照射，有

效杀灭食品中虫卵、细菌等有害物

质，延长食品保存期。此外，辐照食

品受到国家有关监管部门的监督，

采取严格的食品安全性评估机制。

流言8 手机基站都有辐射，

 G基站比4G多，所以 G辐射会比

4G要大，对人体危害很大？

真相：5G更快，靠的是更大的
带宽和更先进的通信技术，而不是

提高发射功率。因为与人体距离的

原因，5G基站对人体的辐射强度远

低于手机。我们距离5G基站越近，

手机与基站之间的信号功率就会越

低，通话和上网效果越好，人体所受

到的辐射就越少。

流言9“个大”“奇形怪状”的

草莓是因为打了激素？

真相：该说法没有科学依据。
草莓个头大小受先天遗传因素影

响，也受后天生长环境和栽培措施

影响。再有就是通过疏花疏果去掉

一些小的花果，留下来的草莓果自

然会变大。大多数情况下，草莓可

自给自足，不需要打激素。

流言10 保质期较长的食物，

肯定是添加了更多的防腐剂？

真相：保质期是针对预包装食
品来说的，食品保质期的长短跟食

品本身的特性、杀菌工艺、包装形式

有关，和防腐剂的添加量并不是对

应的。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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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不好，相当于一千多顿饭吃不

好。新年将至，短时间内恢复牙健康可能

吗？缺牙大半口还能过年吃好饭吗?修复

一口烂牙，这是不少老年朋友年前迫切想

要解决的问题。

想要拥有好牙吃东西，以前必须要看牙

槽骨条件，只有达到一定的骨密度、宽度、高

度以及咬合状况，才能确保新牙咀嚼有力。

“但现在医学水平已经突破了这些技

术瓶颈，如果拍片检查后条件允许，是可

以得到有效修复的。”知名口腔大咖魏兵

透露，特别是一些年龄大、体质差、恢复能

力弱、抵抗力差、抗感染能力差的老人也

能少受罪、少痛苦地恢复好牙。

需要提醒的是，缺牙后一定要及时修复，

特别是牙齿缺失数量多、时间久的，往往会伴

有牙骨流失问题，导致传统假牙佩戴不稳，如

何通过特定方式修复咀嚼功能，是有学问的!

年关将近，沪上口碑人气牙医助力吃饭香！
■特邀嘉宾

魏 兵
副主任医师
知名口腔疑难种植总监
口腔健康管理专家
美国罗马琳达大学种植临床硕士
    国际种植专科医师学会会员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多档电视节目特邀口腔专家
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

谢家敏
博士、主任医师
研究生导师、副教授
知名口腔疑难种植总监
上海口腔质控专家
国家执业医师临床技能考试考官
     青年讲师
         特邀讲师
     首批全数字化种植认证医师

即日起至 月  日期间，每个周二，魏兵将携手知名疑难种植专家、教授、院长

级口腔专家团队进行义诊，为您免费提供全方位口腔检查以及口腔修复建议，并针

对牙齿松动、牙齿缺失、残根残冠保留、牙周脓肿等问题，为大家解疑答惑，助力新

的一年，健康微笑。

        
或编辑短信“爱牙+姓名+联系方式”

发送至：           

报名咨询热线：   -

义诊备案编号：长卫登字（    ）第    号 长卫登字（    ）第    号

义诊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7日、 月  日、 月  日

泰康拜博口腔义诊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