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谣言二 三伏天不能吃冷饮，要喝热水逼寒气

蝉声起，夏正浓，三伏
天的酷热似乎只能靠冷饮续
命。但最近网上流传的一则
健康提示却指出：三伏天要
拒绝一切冰镇饮料，否则会
使寒气入侵不能排出。要坚
持在伏天喝热水，这样才会
把深入骨髓的寒气逼出来，
这叫冬病夏治。

乍一听有些道理，但事
实真的是这样吗？

医生提醒，关于三伏天
“不要喝冰镇饮料、吃冰镇
食物”的说法，有些过于绝
对。事实上，对于大部分人
来说，不存在完全忌讳冷饮
的问题，适当吃一些冷饮并
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北京老年医院中医科主
任医师李方玲对媒体表示：

“夏季里温度高，人热得受
不了，此时食用适量冷饮，
既可解暑，又令人觉得舒
服，未尝不可。”

但朱毅也指出，天很热
的时候猛喝冰水，会造成血

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
脏器的耗氧量加剧，会引起
血压波动，尤其有心脑血管
疾病的老人要格外注意。对
于年轻人来说，三伏天大吃
冰淇淋、喝冰饮料，可能会
导致突发性头痛。而且吃太
多冰凉的食物也会引起肠胃
痉挛、拉肚子等。“因此我
们不鼓励在三伏天不加节制
地用冷饮解暑。”她说。

但是喝热水能逼出寒气
的理论，中医里也没有记
载。“虽说伏天不宜贪凉，
但三伏天通过喝热水就能把
体内多年深入骨髓的寒气逼
出来，这种说法有点夸张，
并没有科学依据。中医提倡
的养生之道在于一年四季的
坚持，改善体质不是一朝一
夕的事情。”在朱毅看来，
夏天喝热水一般适用感冒需
要排汗的人，但饮用过热的
水也会对消化道黏膜造成损
伤，天热时还是少量多次喝
温开水为宜。

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
节，但自从全国多地陆续进
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而网上又传出一张“小龙虾
身后事分类图”后，小龙虾
爱好者们却再也不敢毫无顾
忌地大快朵颐了。该分类图
称：整只小龙虾是湿垃圾，
去黄的龙虾头就是干垃圾；
龙虾肉、龙虾黄是湿垃圾，
龙虾壳又是干垃圾。

不少网友表示，吃小龙
虾一时爽，但吃完后垃圾分
类愁断肠，还是不吃了吧。
其实，扔个小龙虾并没有图
上写得那么复杂，这个图是
错的。

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通
过微信公众号回应说，小龙
虾、龙虾壳、龙虾头、龙虾黄、
龙虾肉全部属于湿垃圾。

2019年4月出台的《上
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

引》中也明确指出：水产及
其加工食品 （鱼、鱼鳞、
虾、虾壳、鱿鱼）都属于湿
垃圾。

“ 区 分 干湿 垃圾并不
难，干垃圾就是指可焚烧
的垃圾，湿垃圾就是易腐
烂、好粉碎、可堆肥的垃
圾。上述分类图中将小龙
虾壳归为干垃圾有点想当
然，其实它是比较容易腐
烂、粉碎的，所以属于湿
垃圾。”中国农业大学食品
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
授朱毅解释说。

如果你还是分不清手上
的垃圾是什么类型，记住上海
官方推荐的垃圾分类“一招
鲜”：可回收物记材质——玻、
金、塑、纸、衣；有害垃圾记口
诀——药（要）油（有）电灯；湿
垃圾记原则——易腐烂、易粉
碎；其余都是干垃圾。

夏天最恼人的除了高温
还有蚊子。人们对这种讨厌
的生物唯恐避之不及，但最
近一张抗寒蚊子问世的报道
截图却让网友惊掉了下巴。
该报道称：我国著名生物学
家李教授苦心钻研30余年，
成功培育出了抗寒蚊子。这
种蚊子冬天也能出来咬人，填
补了我国冬天没有蚊子的空
白……文章来源还标注了权
威媒体，但文章的描述让人感
觉匪夷所思。有网友戏称：

“我们冬天并不需要蚊子啊，
这个空白还是不填补为好。”

经记者查阅，该文章来
源处标注的权威媒体根本没

有进行过相关报道，这其实
是一个故事老旧且充满塑料
感的无稽之谈。该段子最早
出现在2014年，此后版本不
断迭代。

事实上，上述谣言中一
眼能识破的漏洞并不少。比
如，权威媒体报道中不可能
出现“我国著名生物学家李
教授”这种不符合规范的称
呼。而且从科学常识来说，
冬天出现蚊子并非稀奇事，
专家早就作过科普。蚊子在
气温15℃—16℃的环境下生
命力依然很强。即便是冬
天，如果室内温度较高，也
能唤醒蛰伏的蚊子。

当大暑撞上中伏，天气热
得“无处可躲”。在高温高热的
桑拿天里，吃着小龙虾再喝上
一杯冰镇啤酒，别提有多惬意
了，但是因为一些谣言最近人
们却不敢这样肆意享受了。

网传的“小龙虾身后事
分类图”让不少人在发出灵
魂之问：“美味诱人的小龙
虾，你到底是什么垃圾啊？”

之后默默地取消了小龙虾的
外卖下单；而“三伏天不能
喝冷饮，要喝热水逼寒气”
的说法又让一些人放下了冰
镇啤酒的瓶子。

难道我们注定要过一个
无味的夏天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了相关专家，一一击
碎谣言，还你一个和往年一
样酷爽的夏日。

谣言一 龙虾肉是湿垃圾，龙虾头是干垃圾

谣言三 著名生物学家研究出抗寒蚊子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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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有望接棒“互联网+”，成为赋
能未来生活的新动力。日前发布的《中国“智
能+”社会发展指数报告 2019》（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在数字化和网络化快速发展
的背景下，智能化已经初步应用于人民的生
产和生活。智能生活消费将以智能人机交
互、智能服务推送等形式，实现城乡居民在
购物休闲、家居生活、交通出行等领域的快
速响应、个性定制等。未来，数字化、网络化
与智能化将长期并存。

依托技术释放智能化

《报告》对全国及31个省区市的智能化
应用水平进行了评估，力求展现“智能+”社
会的发展现状，全面分析智能社会发展的短
板和问题，并提出发展趋势和建议。

《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智能+”社会
发展指数得分0.46，“智能+”社会发展水平
仍处于初级阶段。其中，东部地区的个别省
市领先发展，发展指数前10名中有8个为
东部省份，其中上海和北京均超过0.7分。
与此同时，中部地区的安徽和西部地区的陕
西也位列前10名。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何桂立认
为，从“互联网+”到“智能+”，中国信息化进
程进入了新阶段。在“智能+”阶段，主要是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技术的应用为主要
依托，进一步把人脑的功能和智慧通过网络
化、平台化等释放出来。因此，网络、设备设
施和服务都将具有一定的像人一样的分析、
总结、学习能力。

数字支付点亮智慧生活

“智能+”融入生活，人们体验最深的莫

过于数字支付的便利和普及。扫码支付、自
助点餐、网约出行……基于数字支付，越来
越多的智能场景从“科幻”变成现实，对传统
行业进行着不同程度地智慧化改造，便捷
的数字支付已经成为人们享受智慧生活
的助推器。

目前，中国数字支付的用户群体仍在
快速增长。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
微信支付线下消费日均笔数相比2018年
同期增长79%；用户人均使用支付宝消
费金额近1800元，比2018年同期增长逾
一成。

有业内人士表示，移动支付从线下场
景支付环节开始，已经扩大到对整个消费
链的打磨。不同行业数据的交叉、跨界，
将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助推智慧生活加
速到来。更重要的是，数字支付的发展，

不仅是技术的升级迭代，更是中国经济发
展水平提升的表现。纷繁的支付手段，成
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好注脚。

5G技术的应用，更将为智能生活开创
崭新的空间。6月6日，工信部向4家企业
发放5G牌照。随着5G牌照的发放，5G
网络建设全面铺开。5G时代，随着物联
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等应用的实现，
对工业、物流、运输、能源等行业，都意
味着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带动各类企业实
现数字化转型。更多垂直细分领域为互联
网赋能，会在5G时代实现。

拓展互动和服务领域

业内人士指出，智能生活并不意味着

人们要面对更多冷冰冰的机器。在享受智
能生活的同时，如何拓展人与人之间的互
动方式，将成为智能行业发展的终极追求。

对此，《报告》 认为未来中国“智
能+”社会发展水平将快速提升，主要表
现在智能生活消费将领衔“智能+”社会
发展，以智能人机交互、智能服务推送等
形式，实现城乡居民在购物休闲、家居生
活、交通出行等领域的快速响应、个性定
制和按需服务。《报告》 显示，在“智
能+”生活消费方面，中西部地区快速发
展，地区差异缩小；数字支付全面普及，
发展水平最高；人工智能赋能智能家居进
入快速发展新阶段；智能导航广泛应用，
推动智能出行水平快速提升；智慧零售网
点迅猛增长，电商零售进入平稳发展期。

同时，智能公共治理将提升“智
能+”的社会基准线，实现跨层级、跨地
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公共治
理协同，形成全程在线、高效便捷、精
准监测、高效处置的智能管理体系。《报
告》指出，在“智能+”公共治理方面，
综合决策智能化是当前智慧管理热点，
智慧政务从查询办理向智能服务升级。

此外，智能生产将是“智能+”社会
的主阵地，基于平台的生产方式向全行
业演进，生产体系迈向组织重构、动力
变革、模式创新的新阶段。《报告》 指
出，在“智能+”生产供给方面，地域特
点突出，西部地区在农产品在线零售方
面取得突出成效；长三角、川渝地区、
珠三角、京津冀四大主要区域成为智能
制造转型高地，主要依托智能工厂、智
能产品和产业链协同平台三条路径实现
转型；电子商务逐步向县级和村级深化，
人工智能赋能的智能物流成为物流行业升
级的关键。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能主动避让行人、到站自动停靠、手
机一键招车……近日，科技日报记者在南
京实地走访智能网联汽车在各领域的应
用时发现，借助AI和机器人技术，无人
巴士、环卫机器人开始助力城市出行、
环卫清洁。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在南京异军突
起，目前全市新能源整车产量占江苏新能
源整车产量近四成，位列全省第一。在人
工智能芯片、毫米波雷达、无线通信、决
策控制系统、大数据平台、智能驾培、行
业标准制定等方面，南京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发展生态持续完善。

无人巴士打通“最后一公里”

如今，智能网联汽车作为信息通信、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汽车、交通运输等
行业跨界融合的新兴产物，正在以智能化、
网联化、电动化、共享化的特点引领汽车产
业发展新风尚。

“欢迎乘坐‘未来号’！”南京市江心洲
的环岛路上，一辆“萌萌哒”绿色小车缓缓开
到记者面前停下，门自动打开，里面空无一
人。上车后，沿着道路蜿蜒前行，车辆遇见拐

角自动减速，遇行人会自动绕行通过。
“‘未来号’支持复杂环境感知、智能决

策、协同控制，可以按照调度中心发出的指
令，在指定道路上进行自主巡航。如果途中
遇到障碍物或行人，可实现自动避障。最多
可乘坐7人，最高速度可达40公里/小时。”
江苏智行未来汽车研究院院长华国栋说，

“未来号”车身装备的激光雷达、毫米波雷
达、摄像头、高精度卫星与惯导组合导航等，
可以感知四周环境，给无人驾驶车运行提供
周边交通环境感知数据和状态信息。

江苏智行未来汽车研究院是在南京理
工大学、南京未来科技城的大力支持下，
由政府、高校和企业联合建设的无人驾驶
和智能驾驶方向的研究型机构。目前，研
究院在车辆控制、环境感知、数据融合、
路径规划、ADAS等领域形成了强大的技
术积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具备人工智能
和智能驾驶科研成果。

华国栋表示，“未来号”融合人工智
能、环境感知与执行控制技术，高精度定
位导航和三维数字地图技术，V2X网络通
信和车路协同技术，从而实现无人驾驶车
辆“安全、高效、舒适、节能”的运行目
标。“未来号”计划用于旅游景区观光无人
车、园区接驳等方面，从而解决地铁站与
目的地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机器人开启智能环卫新模式

一个智能环卫机器人顶6个环卫工，还

能自主唤醒、智能回充……在南京未来科技
城，有这样一台智能环卫机器人，已经默默
上岗半年多了，还吸引不少意向客户前来咨
询预定。

环境卫生是城市管理的重中之重，也
是城市管理水平提升和居民生活质量提高
最直观的标志之一。遇到雨雪或极端恶劣
的天气，城市的环卫工作压力大增，而环
卫机器人则可以更加“高效、绿色、智
慧、智能”。

“这款产品具有无人驾驶能力，能自动
感知到周边行人、车辆、动物等物体，并会根
据地面垃圾种类及负荷，调整作业车速、扫
盘转速、风机功率等作业参数，实现节能清
扫，大幅度提升环卫行业的智能化水平和作
业效率。”江苏天策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刘育铭介绍。

江苏天策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以多传
感融合定位导航、深度神经网络检测识别等
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为基础，研制开发低速商
用智能机器人、特种智能机器人与智能制造
等核心产品，力图推动智能制造、环卫清扫
等产业体系的技术升级。

“天合光能天策智能环卫机器人具备超
声波避障探测、实时监测等功能，可广泛
应用于广场、园区、公园、人行道、景区
等多种场景，具有高效自主清洁、多重安
全保障、超强定位建图、便捷后台管理等
优势。”刘育铭表示，这款环卫机器人可以
与光伏系统结合，搭建配套的光伏充电
棚，从而形成独立的发、储、用闭环体系。

（据《科技日报》）

“智能+”有望接棒“互联网+”

未来生活，更快更美好
●刘 峣

移动支付用户群仍在快速增长，使用场景快速增加。 商海春作 新华社发

无人巴士、环卫机器人解锁城市生活新模式
●张 晔

“未来号”无人驾驶电动巴士。 江苏智行未来汽车研究院提供

7 月 27 日，工作人员与“墨
子Ⅱ型”飞机合影。

7 月 30 日，上海奥科赛飞机
有限公司发布消息，历时近两年
研发，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大型太阳能驱动“墨子Ⅱ型”
长航时飞机，27日在浙江德清莫
干山通航机场成功首飞。和I代相
比，这款飞机的光电转换效能、
飞行时间等，都有了大幅提升，
已接近商业化应用。目前，“墨子
Ⅱ型”正和移动运营商、5G、蜂
窝设备商等合作，布局低空数字
化产业。

新华社发

7月谣言，

专挑热点话题下手
●刘 垠

ｋ 辟 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