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他人即是地狱”； 也有人

说，“老子天下第一”。 前一种高估了危

险；后一种高估了自己。 这些都是认知

偏差。 每个人都会有认知偏差，比如人

们在判断他人行为的原因时，容易高估

性格的影响而低估环境的作用。为什么

人会有认知偏差呢？

错误背后的进化逻辑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认知偏差跟自

我中心的思维倾向有关，是为了维持积

极的自我形象，保持自尊或维持良好的

自我感觉。 不过，进化心理学家哈瑟尔

顿和列托认为，许多认知偏差是自然选

择配备给人们的行为手册，指导人们以

犯错误的方式适应世界，因为如果不犯

这种错误， 就可能会犯代价更高的错

误。 比如一个人在野外找吃的，看到一

种从来没见过的蘑菇，在不能判断它是

否有毒的情况下，假设蘑菇有毒的代价

无疑是可以接受的（即使这种判断可能

是错的），顶多就是挨饿。 因此，认为不

熟悉的蘑菇可能有毒的错误感知和判

断能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环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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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病毒

传播的预防

□鹤壁市传染病医院肝炎科主任 牛卫理

丙型肝炎病毒(以下简称 HCV)慢性

感染可导致肝脏慢性炎症坏死和纤维化，

部分患者可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细胞癌，

它对患者的健康危害极大。 我国《丙型肝

炎防治指南》 对 HCV 传播的预防做了系

统描述，现简单介绍给大家。

一、丙型肝炎疫苗预防

目前， 尚无有效疫苗可预防丙型肝

炎。 HCV感染后，人体不产生对同源或异

源病毒的免疫保护作用。 有人使用非特异

性的免疫球蛋白作为被动免疫，其效果欠

佳。 因此，预防丙肝只能通过间接手段。

二、严格筛选献血员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推行无偿献血。 通过检测血清抗—HCV、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严格筛选献血人员。

三、经皮和黏膜途径传播的预防

推行安全注射；对牙科器械、内镜等

医疗器具严格消毒；医务人员接触患者血

液及体液时，应戴手套；对静脉吸毒者进

行心理咨询和安全教育，劝其戒毒；不共

用剃须刀、牙具，理发用具、穿刺和文身等

用具应严格消毒。

四、性传播的预防

对有性乱史者应定期检查， 加强管

理。 有性乱史者应自觉定期检查。 建议

HCV感染者在性交时用安全套。

五、母婴传播的预防

对 HCV、RNA（核糖核酸）呈阳性的

孕妇，应避免羊膜腔穿刺，缩短分娩时间，

保证胎盘完整，减少新生儿暴露于母血的

机会。

进化心理学家解析认知偏差

人类通过犯错误来适应世界

哈瑟尔顿和列托提出的理论能够解释和

预测许多有趣的心理现象，下面举例说明。

同样的音量变化，当音量升高时，人们会

高估音量变化的幅度。 这是因为音量升高常常

意味着某一物体靠近自己，人们高估这种冲向

自身物体的速度，无疑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

反应时间，因为对方极有可能是来者不善的天

敌。 类似的，同样一段垂直距离，从上往下看

时，人们会高估这段距离的深度，这让人在位

于一定高度时，更加小心，以免失足。

另外，排外心理也跟认知偏差有关。 虽然

陌生人不一定都是坏人，但问题是，人们通常

无法在有限的时间里，精确地判断对方是好人

还是坏人。 他们既可能把好人当成坏人，也可

能把坏人当成好人。 这两种判断的代价不同，

把坏人当成好人的代价无疑更大。 因此，默认

陌生人是坏人的排外心理，其实是帮助人们适

应社会生活的自我保护心理。

哈瑟尔顿和列托提出的理论不单能说明

人类共同的心理偏差现象，也有力地预测和解

释了男女两性在择偶领域为什么会犯不同的

错误。 这些错误存在和维持的根本原因在于，

相比其他错误，它们能带来更多的好处。

对女人来说，听到男人说“我爱你”是令人

激动的。 问题在于，男人的承诺可能是真心真

意，也可能是虚情假意。 一个女人可能把真的

承诺当成假的， 也可能把假的承诺当成真的。

在两种错误之中，后者付出的代价对女人而言

尤为沉重。 因此，女性可能会“错误”地低估男

性承诺的可靠程度。 此外，女性的认知偏差还

包括高估男性的强暴意图。

男性的认知偏差则有自己的特色。 在进化

的过程中，男性留下后代的数目受到跟自己发

生关系的女性个数的限制，一个男人拥有更多

的交配机会无疑会使他可能留下更多后代。 因

此，在判断对方是否中意自己时，男人常会犯

一种“自作多情”的错误：他们偏执地认为某个

对自己微笑的女人爱上了自己。 因为相比这种

错误，低估女性对自己兴趣的代价反而更大。

2005年，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家迈纳

等人发现，看浪漫电影之后，男性的择偶动机

被激发，他们会认为美貌的女性会为自己而春

心荡漾。 而女性可没这么自负，无论男性长相

如何，浪漫的电影都不会让她们有这种幻觉。

2008年，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安德鲁

斯等人发现另外一个有趣的男性认知偏差，即

他们容易高估伴侣背叛的可能。 虽然女性也会

犯类似的错误，即认为她的男人跟其他女人上

床而实际上没有这回事，不过男人犯这种错误

的几率远远高于女性。 这可能跟男性低估这种

风险的代价太大有关：被戴绿帽子之后，他们

不只失去了伴侣，还有可能帮别人养孩子。

哈瑟尔顿和列托提出的理论告诉我们，人

是通过犯错来适应世界的，很多时候，如果想

错了，那就做对了。 因为大脑倾向于以“大错不

犯，小错不断”的方式来帮助我们适应一个不

完美的世界。 犯小错，是为了避免犯更大的错。

（据果壳网）

有些错误很靠谱

▲ ▲

男女犯错，各有特色

▲ ▲

心提示

核

在人类的行为手册中

没有“正确选项”，只有“错

误肯定”或“错误否定”，面

对真实的世界，人们需要通

过犯错误来适应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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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除了有听的作用外，还有什么作用呢？ 有人知道吗？ ”华

主任说，“耳朵另一个作用就是保持平衡”。3月 3日的讲座上，华主

任就耳朵的组成部分、声音的传递、日常用耳常识等，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讲解，让现场的小记者和市民受益匪浅。

不要经常挖耳朵

耳朵痒是每个人都遇到过的情况，为了消除钻心的奇痒，人们

习惯用发卡、火柴、牙签、指甲等挖耳朵，图一时之快。 有些人甚至

养成了没事儿就挖耳朵的习惯。 据华主任介绍， 耳道分泌物俗称

“耳屎”，有保护耳朵，消炎抗菌的作用。 经常挖耳朵极易引起外耳

道发炎。 患了外耳炎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它可能诱发脑膜炎。 另

外，人的耳道只有 2 厘米 ~3 厘米，挖耳朵的过程中，有可能损伤鼓

膜。 最可怕的是，经常掏耳朵容易患乳头状瘤。

养成健康的听音乐习惯

“音乐并不总是悦耳的，有时候它也可能是噪音，是听力的杀

手。 ”华主任在日常的诊疗过程中，接触过许多因为听音乐导致听

力丧失的病例。 内塞式耳机离鼓膜很近，特别是在睡前听音乐，听

着听着就睡着了，鼓膜一直在振动，无法休息，极易导致神经性耳

聋。 华主任建议，每天听音乐不超过 1 小时，听打击乐、摇滚乐时，

每 20分钟休息一下，尽量不要使用内塞式耳机。

打手机有技巧

有小记者问：“打手机多长时间合适？ ”华主任说，手机在接通

的一瞬间辐射最强，对鼓膜和神经都有伤害，所以，在手机接通之

后 3秒钟，再接听比较好。 同时，接电话时，最好双耳交换着听。

另外，华主任说，游泳时谨防耳朵进水。 由于泳池里的水比较

脏，耳朵一旦进水，可侧头单脚跳动，让外耳道里的水流出，或用棉

签吸干水分。 儿童尤其应注意，不要跳水，因为跳水时水的冲击力

强，更容易让水灌进耳朵里。

据现在聆听讲座的市民说，关于爱眼知识的讲座很多，他们对

用耳常识了解得很少， 不来听这场讲座， 还真不清楚耳朵也是很

“娇贵”的器官呢。

“小虫子进了耳朵怎么办？ ”“捂着耳朵说话为什么感觉声音大

呢？ ”“夜里耳朵疼了怎么办”……讲座结束后，小记者们争先恐后

地提问，华主任一一进行解答。《淇河晨报》“爱耳知识”健康大讲堂

第一讲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科室简介：鹤壁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

喉科现有医护人员 9 人，其中，副主任医

师 2 人，主治医师 1 人，住院医师 2 人，护

理人员 4 人，现有床位 1 0 张。 该科拥有世

界最先进的丹麦纯音听力检测仪、 声导

抗、耳声发射检测仪。 拥有鼻内窥镜检查

显像系统、 耳内窥镜检查电脑图文工作

站、微波电脑治疗仪、纤维鼻咽喉镜以及

图文处理系统等。

据了解，该科在我市首家开展了鼻内

窥镜微创技术，减轻了病人的痛苦，技术

水平居于我市领先地位。 同时，独家开展

了婴幼儿听力筛查工作， 这项工作的开

展，为我市广大新生儿的听力监测提供了

保障，也为耳聋患者的治疗提供了客观的

依据。

该科还开展了鼻内窥镜下鼻窦功能

性开放术、鼻息肉摘除术、鼻中隔矫正术、

鼻腔、鼻窦肿瘤切除术，扁桃体摘除术、咽

喉部肿瘤切除术、鼾症等手术治疗等。

科室主任介绍：华玮，市第一人民医

院耳鼻喉科主任， 毕业于新乡医学院，副

主任医师。 从事耳鼻喉科专业临床工作近

3 0 年， 撰写国家级、 省级医学论文 1 0 余

篇，对耳鼻喉科常见病、多发病诊断和治

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尤其对耳部疾病、

鼻部疾病的诊疗有独到之处。 她发表过国

家级专业技术论文 1 2 篇、 省级专业技术

论文 2 1 篇，获市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

国家级专利一项，并荣获市“青年文明号”

称号。

相关

3 月 3 日是全国第 1 3 个爱耳日。《淇河晨报》与

市第一人民医院联合举办了“爱耳知识”健康大讲

堂，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华玮就“耳部的

解剖与疾病的预防”开展了专题宣传教育讲座。 来

自全市的 1 0 0 多名《淇河晨报》小记者和市民到市

第一人民医院四楼多媒体厅了解爱耳知识。

□晨报记者 范丽丽

爱 耳一起来

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华玮。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小记者们认真地聆听爱耳知识。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华玮向小记者们讲授爱耳知识。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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