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短视频帮助家乡脱贫，这波操作非常“溜”。来自广西钦州市灵山县三海镇苏屋塘村的甘友琴，网名“巧
妇九妹”。十几年前，她还是一名在外打工的农家妹，可自从两年前在家乡做起了美食短视频，甘友琴便成了

“网红”。做电商、促就业，如今的“巧妇九妹”已经是拥有350多万粉丝的短视频大V，每年为家乡带来近千万
元的收益。

“短视频+直播”“短视频+电商”“短视频+社交”……近年来，短视频呈现出加速融合态势，“短视频+”的
模式为各行各业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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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一】
5G基站辐射对人体有害

流言简介：
在近期举行的一次5G峰会上，一位互联网知名人士宣称，

5G基站密度极其高，因为是毫米波，那么微波、高频率、几千兆的
赫兹，会对水分子和氧分子的一些震荡频率可能会产生共振。他
根据自己的物理知识判断，5G基站对人体的危害是很大的。

真相解读：
近期商用的5G通讯技术采用的是6GHz以下的微波，是厘米波而不

是毫米波；正在研制的一些5G技术确实使用了毫米波，但毫米波仍然是

非电离辐射，而不是对身体健康影响更大的电离辐射。

最重要的是，谈电磁辐射的时候，不仅要考虑频率（或波长），还要

考虑功率。只有综合频率和功率才能科学评估其危害程度。实际上，5G

基站和手机辐射功率都远小于我国制定的安全标准，而这些标准比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标准更加严格。

【流言二】
心脏支架可以被一拳打掉

流言简介：
往胸口上打一拳，可以打掉装在心脏血管里的支架，所以

支架安装是非常不牢的，必须时刻注意，不能敲背，不能用劲。

真相解读：
支架手术是针对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手段，置入支架可以将已经狭窄或

闭塞的血管撑开，恢复冠状动脉的血流，从而恢复心脏的供血，是解决冠
脉局部管腔狭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支架置入过程中，通过球囊扩张使支
架与血管壁紧紧贴牢，过一段时间后，支架就会慢慢和血管长在一起，成
为一体。拳打或者拍打等外界震动，以及身体活动等是不会对支架有影响
的，更不会让支架在血管里跑来跑去。

临床上应用的支架绝大多数是由不生锈的金属材料制成，支架的壁非
常薄，约在90～120微米，金属支架小梁撑起血管，防止血管的狭窄再
回缩回来。支架上还有肉眼看不到的激光打出的微孔道，通过载体负载药
物，置入血管后药物释放，预防发生再狭窄。

【流言三】
一滴血就能“测癌”

流言简介：
一篇题为《重大突破！一滴血可测癌症，已被批准临床使

用》的文章一度火遍网络，宣称只需取患者的一滴血，就可检
测癌症且该技术已被批准临床使用。

流言通常是以口头形式在人群中广为流传或无根据来源的说
法。其中有些流言以貌似科学的面目出现，却包含大量伪科学、
反科学的内容，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甚至危害。

近年来，有关部门和机构携手努力，共同搭建传播科学知识
和信息的权威平台，澄清和驳斥各类流言特别是流传广、危害大
的“科学”流言，以科学精神营造清朗的舆论空间。本报整理摘
录有关部门和机构近期联合发布的“科学”流言榜，探究流言及
其背后的事实真相。

真相解读：
早在2013年，媒体对“肿瘤标记物热休克蛋白90α（Hsp90α）”

的研究成果进行第一次报道时，就出现了“滴血测癌”的说法，此后，该
信息在网络一再大面积传播，被严重误读。该项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者曾
亲自出来辟谣：确切地讲，应该叫“监测肿瘤”。癌症病人在治疗前检测
一次，在治疗后再采血检测，通过比较Hsp90α含量的变化，来辅助医
生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并可以持续地监测。可以说，这与被误解的“检
测”“诊断”肿瘤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揭开“科学”流言的面纱
●张保淑

ｋ辟谣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短视频为电商“带货”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
示，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短视频用
户规模达到 6.48 亿，占全体网民的
78.2%，短视频类应用使用时长占移动
应用使用总时长的8.2%。

甘友琴的成名，正是得益于短视频
的快速发展。原本，甘友琴只想做个“安
安静静”的“网红”，但她没想到，通过短
视频做电商，让她成了千万销售额的企
业主。

“以前果农都是用最传统的方法销
售。白天摘果，大半夜就要到批发市场
去卖。现在我可以帮助大家用‘短视
频+流量’卖出去，村民不用熬夜，卖得
还比以前快。”甘友琴说。

短视频与电商的融合，正在引领新
的消费方向。如今，阿里巴巴、抖音、快
手、拼多多等短视频和电商平台纷纷推
出“边看边买”等模式，利用短视频“带
货”、变现。有业内人士指出，作为最通
用的内容载体，以短视频为代表的可视
化商业链接将成为趋势。

新脑洞改变行业“玩法”

不只是在电商领域。一段时间来，
内容更为垂直化的短视频正在与其他
业态加速融合发展，并拓展到旅游、消
费等诸多领域，利用新技术、新“脑洞”
改变了很多行业的“玩法”，产生了不菲
的商业价值。

例如，一些景区、城市选择与短视
频应用合作，用更加新颖便捷的形式进

行全民互动和推广，助力城市文化形象
的定位和传播，由此催生了很多网红城
市、网红景点。数据显示，2018年抖音
平台上城市相关视频超7900万条、播
放量超2200亿、用户点赞超70亿次。

“短视频+知识”也是短视频跨界的
热门领域之一。由于短视频科普更生动、
更直观，符合知识碎片化传播的偏好和
需求，已经成为目前最具活力的科普业
态，打破了知识传播和理解的壁垒。今年
3月，抖音发起了名为“DOU知计划”的
全民短视频科普行动。截至今年6月份，
抖音累计发布泛知识类内容超过644万
个，累计播放量近6600亿次。

未来“短视频+”成为常态

日前，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网络视频

研究中心与抖音短视频共同发布的《短
视频与社会创新研究报告》指出，短视
频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个体微创新被看
见、被记录、被分享、被认同，这种普惠
的共享共创，高效聚合了范围更大、程
度更深的群体创新，从而助力了社会整
体创新。

短视频的融合发展为何逐渐成为
常态？有专家指出，一方面，短视频作为
更加符合移动互联网用户触媒习惯的
视频内容形式，在内容和功能上具有很
大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基于各类互
联网平台的产品功能、用户群体以及短
视频内嵌需求的差异性，也给予了“短
视频+”不同的滋生土壤。各行各业想
要在短视频领域分一杯羹，就要不断尝
试“短视频+”的玩法，并以此促进传播
形态创新和多种业态融合。

未来，短视频融合的发力点在哪
里？首先，多场景渗透将帮助短视频
继续享用流量红利，未来短视频的流
量增量将主要来自旅游、健身等与生
活方式相关的细分场景。其次短视频
将进一步创新盈利模式。为了获取更
多流量变现手段，短视频可以探索更
多的融合模式。

中国网络视频研究中心副主任王
晓红认为，未来“短视频+”将成为
常态，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跨界融合
愈发显著。随着相关政策规范体系更
加完善，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技术将逐渐被广泛应用，基于短视
频的共享共创将继续向跨界化、场景
化、协同化、专业化等迭代演进。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秋节快到了，你有没有想过吃到
的苏式月饼馅料可能会有“人造肉”。最
近，名为“珍肉”的人造肉公司宣布将于
9月推出全球首款“人造肉月饼”。在美
国，汉堡王已在全美7200多家门店售
卖人造肉汉堡；快餐巨头肯德基宣布，8
月27日，和人造肉公司Beyond Meat
合作，在乔治亚洲亚特兰大的肯德基餐
厅推出第一款人造鸡肉产品，包括黄金
鸡块和无骨鸡翅。

近年来，人造肉在全球食品行业备
受关注，不论是国际食品巨头，还是国
内创业企业都在加快人造肉产品研发
和商业化的步伐。人造肉是什么原料制
成的，制成过程是怎样的？在口感、营养
上和真正的肉有何不同，能长期替代真
正的肉食吗？

用与肉结构相似的植物
蛋白制成

“我国有食用仿荤素食的传统，比
如素食馆、寺院庙堂做的素鸡素鸭等。”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
全系主任何计国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跟把豆腐等制成仿荤食物
的传统做法不同的是，人造肉已经可以
进行较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了。

人造肉包括动物细胞肉、植物肉。
所谓动物细胞肉，也就是将从动物身上
提取出的成肌细胞或全能干细胞放在
在营养液中培育，使之形成类似肉的组
织。中国植物性食品产业联盟秘书长薛
岩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目前国内研发的
人造肉，实质上是植物肉。“植物肉是一
个跨界产品，不光科技含量高，生产还
很安全。”

据Beyond Meat网站，其植物性
肉饼成分包括水、豌豆分离蛋白、榨汁
菜籽油、精制椰子油、大米蛋白，还有用
于上色的苹果、甜菜汁提取物等其他天
然香料。而我国目前主要研究的是牛肉
口味的植物肉，其生产过程是：运用分
子生物学技术，通过色相质谱、嗅觉测
量，把影响牛肉味道的几百种风味物质
缩减到几种，找出其分子结构，并找到
结构相同的植物蛋白，这些都是纯天然

的，并没有加入任何化学添加剂。
为了使植物肉的质地更接近肉类，

研究人员运用分子生物学等技术，将肉
的质地用数值表达出来，然后再采用物
理方法进行挤压。比如把牛肉的质地用
数字表达出来，然后在挤压机器的操作
面板上设置数值，再加入植物蛋白以及
具有类似肌肉纤维质感的植物拉丝蛋
白，设置好温度，最后将其挤压，使其紧
致有韧性，更接近牛肉的质地。也可以
通过剥离一些异味成分，使其质地和口
感更接近真肉。

薛岩说，中国植物性食品产业联盟
旨在推动原材料加工改良优化、风味口
感改良、挤压方面改进优化，帮助食品、
原料生产企业在原料上往植物肉方向
改良。而在未来，随着挤压技术的不断
完善，人们可能会吃到口感与牛、猪、鸡
肉更类似的植物肉。除了目前技术已成
熟的植物肉汉堡和植物肉月饼外，研究
人员还根据我国大众的消费习惯，研究
肠类、馅料，准备将其应用于饺子、馄
饨、汤包等食物中。

生产能效极高将大幅减
少资源消耗

我国拥有丰富的植物蛋白产量，大
豆蛋白产量约占全球的50%，豌豆蛋白
产量约占全球的80%—90%。薛岩表示，
未来能实现植物肉的大规模生产，上市
后的植物肉售价会比普通肉类便宜。

植物肉具有较好的生态环境效应，
据2018年《科学》杂志公布的研究结
果，肉制品与奶制品为人类提供了18%
的卡路里与37%的蛋白质，然而占用了
83%的农田，排放了60%的农业温室气
体，并导致土地与水源过度使用、水体
酸化和富营养化。

目前，牛肉和猪肉的能效产出比分
别是40∶1和25∶1，也就是说，每产生1
卡路里热量的牛肉需要消耗掉40卡路
里的热量；每产生1卡路里热量的猪肉
需要消耗掉25卡路里的热量。而对植
物肉来说，该比例仅为2∶1，如此高的生
产效率将能极大减少土地、饲料和水等
资源消耗。

不过，对于植物肉的健康效应还存
在争议。美国全食超市联合创始人兼
CEO约翰·麦基表示，以植物为基础的
人造肉对环境有好处，但对健康不利。
植物肉是超级高度加工的食品，而人们
喜欢吃天然食品。

支持者认为，植物蛋白中不含有胆
固醇，由此生产的植物肉也属于“零胆
固醇”食品，对人群来说更健康。

何计国说，各种食物都有自己的营
养成分和价值，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

“三高人群”来说，可能“零胆固醇”的植
物肉更为健康。但植物肉铁吸收率低，
对于正在生长发育的儿童等人群来说，
并不适宜，如果要长期替代真正肉食的
话，人造肉“要有一个适宜人群”。

研究人员也在努力解决上述问题。

植物肉具有大豆等营养成分，还可根据
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添加其他营养物质。
比如在植物肉中加入钙和铁，以满足对
有需求人群的要求。

薛岩说，植物肉可根据消费者的喜
好进行生产，做到不断迭代，可以不断
升级，这是普通肉类无法达到的。

“植物肉多以植物蛋白为原料，而
我国在植物蛋白包括豆制品制造上已
有悠久的历史，并非什么新事物。”何计
国说，根据目前国家有关食品安全和法
规要求，制作出来的植物肉只要符合食
品的残留物、微生物等有关要求，没有
添加公众不知道或不了解的成分，其上
市就不需要进行特殊审批了。

口感与真正的肉相比还
有待改善

植物蛋白具有高分子结构，如今的
技术水平还只能将高分子结构部分展
开，因此，目前模拟的肉质感还略有差
异。据报道，部分试吃者反映，人造肉肉
质颗粒感重，而真正的肉是“一丝一丝”
的；人造肉炸肉卷和人造肉狮子头松
散，像被压紧实的肉末。

不过，研究人员也在研究如何将高
分子物理技术更好应用到植物肉的制
造中，并尝试将合成生物学运用在食品
领域，进行原材料生产。比如国外已通
过合成生物方式制造出大豆血红蛋白，
解决了牛肉流血和肉味的问题。未来很
有可能通过此方式，进行鸡肉和猪肉口
味的合成。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表示，未
来很有可能让大豆蛋白中的高分子结
构完全展开。若能实现该技术，就能很
方便地模拟各种肉类的口感了。

何计国说，动物细胞肉在外形、口感
上都和真实的肉很相似。但目前一是成
本高昂，二是培养出的细胞肉组织相当
于纯瘦肉，缺乏脂肪细胞，因此，口感上
比较“柴”，还需继续改善。不论是植物
肉，还是动物细胞肉，随着技术的发展，
公众接受程度的提高，规模化生产后，成
本将会大幅下降。对我国这样人口众多、
土地资源紧缺的国家来说，人造肉将会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据《科技日报》）

这个中秋 吃口人造肉月饼，来场美食革命
●王郁崭 李 禾

“边看边买”成趋势 催生了网红城市

“短视频+”玩法真不少
●刘峣 林嘉伟

8 月 27 日拍摄的“中
国天眼”（检修期间拍摄）。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
镜（FAST）投入使用近三
年，现已经实现了跟踪、漂
移扫描、运动中扫描等多
种观测模式。截至目前，

“中国天眼”已发现132颗
优质的脉冲星候选体，其
中有 93 颗已被确认为新
发现的脉冲星。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