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温吹空调 贪凉打赤膊
专家提示克服避暑误区

科学家发现新方法
可逆转皱纹和脱发
问题

炎炎夏日，一些市民为了避暑，喜欢尽量调低空调温度，或者在大汗淋漓后马上冲个冷水澡……这些习惯其实是不可取的。 重庆市卫计委组织专
家编写的防暑指南提示，克服一些避暑误区，有助于健康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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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火炉”重庆出现连晴
高温天气， 大部地区日最高气
温超过 40℃，容易发生高温中
暑。在炎热天气里，不少人在家
中把空调温度设置得很低。 事
实上， 室内外过大的温差反而
会让身体感觉不适。 重庆市卫

计委防暑指南提示， 夏季居室
温度宜保持在 25℃—28℃之
间，这样既让身体感到凉爽，又
能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

不少人大汗淋漓后，还喜
欢马上冲个冷水澡，这同样不
可取。 防暑指南提示，正确的

做法是选择略高于体表温度
的温水浴，沐浴后身体会感觉
更加舒爽。

同时，酷热天气下，一些
人以为穿得越少越凉快，甚至
会打赤膊。 其实，盛夏酷暑，日
最高气温一般会超过 37℃，皮

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
界环境中吸收热量，因而夏季
赤膊会感觉更热。 防暑指南提
示，越是暑热难熬、气温高过
或接近体表温度时，越应该穿
吸汗的衣服保护自己。

/新华社

科学家造出世上旋转最快物体
每秒可转600亿次

美媒称， 科学家创造了世
界上旋转最快的人造物体：一
个异常小的“哑铃”。 它每秒可
旋转超过 600 亿次，约为高速
牙钻的 10万倍。

珀杜大学、 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和北京量子物质科学
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人员表
示，这一物质具有包括帮助研
究量子力学等多种应用。

珀杜大学物理学、 天文
学、电学以及电脑工程学助理
教授李同仓 (音) 在声明中表
示：“这项研究成果有多种应

用，包括材料科学。 我们可以
研究不同材料能适应的极端
条件。 ”

报道称，这种微小哑铃宽
170 纳米，长 320 纳米，相当
于一个病毒的大小，是科学家
通过无色化合物二氧化硅合
成的。 作为参考，一纳米为一
米的十亿分之一。 、

在李同仓的带领下， 这个
团队利用激光让这种纳米粒子
悬浮于真空中， 这样可使其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旋转或振动。

报道称，在旋转时，这个

哑铃可以作为旋转器；在振动
时，它相当于一个扭秤(一种用
于测量微力的设备)。这两种状
态都有助于科学家研究量子
力学和真空的特征。

李同仓说：“人们认为真
空中一无所有，但是从物理学
角度来看，我们知道真空并非
空空如也，其中有很多可短暂
存在然后消失的虚粒子。 我们
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
是我们想制造最灵敏扭秤的
原因所在。 ”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进行

更快旋转速度的试验研究，从
而更精确检验基础物理理论，
包括真空下的外部摩擦形式。

量子力学描述一些只发
生在非常小规模 (例如量子纠
缠状态下)的异常现象。

报道称，如果粒子在这种
方式下配对或配组相互作用，
它们会违反经典物理学法则。
一个物体似乎可同时影响另
一个物体，即使它们并没有直
接物理联系，或相隔遥远的距
离(例如在宇宙的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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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磁场活动导致太阳半径变化
英媒称， 太阳越来越大。

收缩， 然后再膨胀。 每隔 11
年， 太阳的半径就会发生振
荡，振幅高达两公里，即当太
阳磁活动强时收缩，磁活动减
弱时再次膨胀。

人们已经知道，太阳不是
静止的物体。 它的表面经常覆
盖着被称为太阳黑子的较暗
区域和被称为太阳耀斑的较
明亮区域。 18世纪和 19 世纪
对太阳大小的首次精确测量
结果显示， 当这些特征较少
时，太阳看起来更大。

研究人员后来意识到，这
些表面的变化是太阳磁场强
度 11 年周期变化的副作用。
在磁场最强的时期（即被称为
太阳极大期）， 太阳黑子比其
磁场最弱时（即太阳极小期）
要多。

报道称，目前，新泽西理
工学院的亚历山大·科索维切
夫和法国科特达祖尔大学的
让 - 皮埃尔·罗泽洛， 利用两
个太空天文台对太阳 21 年的
观测结果来确定在最近的两
个太阳周期中太阳的大小如
何变化。

两人研究了穿越太阳表
面的等离子体波。 就像声波通
过更大的仪器时音高较低一
样，这些太阳波的频率取决于
太阳的大小。 通过它们来测量
太阳的大小要比仅仅观察太
阳精确得多。 这些太阳波显
示，太阳半径平均为 69.5 万公
里。

报道称，通过研究将近两
个完整太阳周期中的这些太
阳波，科索维切夫和罗泽洛发
现，太阳半径在极大期缩小一
至两公里，然后在极小期重新
膨胀至正常大小。 这些波的频
率略有变化，取决于它们进入
太阳的深度，这使研究人员能
够确定大部分收缩发生在太
阳表面之下约 5000 公里的范
围内。

太阳变小很可能是由强
磁场压缩太阳表面下的等离
子体造成的，但细节仍模糊不
清。 我们不完全清楚太阳磁场
如何产生以及在太阳表面之
下的结构是怎样的———这是
定于 8 月发射的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帕克太阳探测器任
务的一部分。

美国全国大气研究中心
的迈克尔·汤普森说， 这项研
究是了解太阳活动的一个重
要跳板。 磁活动周期之所以重
要是因为它对地球、 卫星、高
空飞行器、电网甚至对人类都
有影响，特别是在太空。

报道称，太阳磁场的作用
是在日冕物质抛射中把高能
带电粒子射向地球，而日冕物
质抛射主要发生在磁活动强

的时候。 但太阳大小本身很可
能对地球没有太大影响。 事实
上，由于被称为光斑的微小亮
点，人们在太阳显得较小的极
大期获得的太阳光稍多。

科索维切夫说：“我们不
知道太阳大小的变化是否会
影响地球气候， 不过即使有，
影响也非常小。 显然，人类活
动造成的气候变化更剧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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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称， 一项新的研
究发现了一种方法， 能够
消除衰老所引发的皱纹和
脱发问题———至少在小鼠
身上有效。

美国亚拉巴马大学伯
明翰分校的科学家对逆转
显著衰老过程的方法进行
了探寻。 这项研究成果揭
示了该科研团队在小鼠身
上停止引发衰老征兆的突
变的过程。

报道称，在细胞中，细
胞赖以生存的化学能量的
90%都由线粒体产生。 随
着人类年岁增长， 线粒体
功能减弱。 这可能会导致
很多衰老征兆的出现，比
如皱纹和脱发。

科学家们认为，当线
粒 体 的 脱 氧 核 糖 核 酸
(DNA)丢失，就会引发心
血管疾病 、癌症 、糖尿病
以及神经障碍等因年龄
引发的疾病 。 科学家们
在小鼠身上激活了令其
线粒体功能减弱的突变，
就像人类衰老之后的变
化那样。 在短短四周时
间内，小鼠的毛发开始脱
落 、变灰 ，并变得无精打
采。 在四至八周内，小鼠
皮肤开始出现皱纹 。 雌
性小鼠皱纹情况比雄性
小鼠严重。 这些皱纹与
内源性衰老 （即自然衰
老）以及由抽烟 、日晒等
引发的外源性衰老的情
况相似。

研究团队称， 这些小
鼠的皱纹与人类外源性
衰老相似，因为外层皮肤
变厚 ， 皮肤细胞数量增
加，并出现炎症和毛囊功
能障碍，正如人类外源性
衰老时所经历的那样。 至
于内源性衰老 ， 线粒体
DNA 中的四个标记也消
失了。

报道称， 当科学家们
停止这种突变后， 小鼠长
了皱纹的皮肤和毛发脱落
情况得到逆转。 小鼠恢复
到原本的样子， 线粒体功
能也得到恢复。

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
分校医学院遗传学教授、
该论文作者凯沙夫·辛格
说：“据我们所知， 这个观
察结果是前所未有的。”然
而，当突变被终止时，小鼠
其他老化的器官并未出现
逆转迹象。 这有可能意味
着， 线粒体对于皮肤健康
比对于内脏器官健康更重
要。

报道称， 这项研究不
仅表明线粒体是引发衰老
征兆的关键因素， 而且表
明由线粒体引发的衰老征
兆可以通过恢复线粒体的
原本功能而得到逆转。 虽
然人类还远无法实现这一
过程， 但这为潜在的治疗
性和预防性药物奠定了基
础。

/ 新华社

美媒称，来自新西兰植物与
食品研究所的科学家说，由于采
用新的植物培育技术来模仿自
然界发生的DNA变异， 消费者
或许很快就能在超市中看到红
瓤苹果和其他奇特的水果品种。

报道称，举例来说，苹果和
马铃薯等植物中的大部分营养
成分和维生素都存在于色素
中， 这些色素集中在水果和蔬

菜的外皮上。 但通过操纵一类
被称为“MYB转录因子”的蛋
白质， 科学家们可以让整个水
果———包括果肉在内———都含
有这些健康成分。

这可以利用CRISPR/Cas9
等基因编辑技术来进行———实
质上是允许科学家“复制和粘
贴”DNA代码。 报道称，

来自新西兰植物与食品研

究所的科学家安德鲁·艾伦和
理查德·埃斯普利探讨了关于
MYB转录因子的研究。

艾伦在一份声明中说：“研
究显示， 花青素和胡萝卜素等
色素可以提供健康和饮食方面
的益处。 一些关键的MYB转录
因子的变化可以把某些水果的
无色果肉变成有颜色的果肉。
这可以显著提高水果的色素含

量， 从而大幅提高它们对健康
的益处。 ”

研究人员说， 培育新的水
果和蔬菜品种， 使其外观、味
道、质地和贮藏能力得到改进，
这可以鼓励人们消费更多植物
产品，从而促进公众健康。

通过特殊的光照系统来加
强光合作用， 能够加快植物生
长。 /新华社

科学家发现植物培育新技术：

红瓤苹果即将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