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感不好， 经常迷路的人不妨多听听

交响乐、和弦乐曲。 近日发表在《神经科学期

刊》上的一项研究成果认为，听钢琴和弦能够

很好地调整大脑功能。

英国卫康信托慈善基金组织的学者采

用了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对 19 名钢琴调音师

的大脑进行了扫描 （他们需要同时弹奏两

个音符来找准音调）， 并选取了另外 19 名

普通人作为对照。 研究结果发现， 钢琴调

音师大脑中的海马体 （控制记忆力和导向

能力的部分） 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而

且从事这个职业的时间越长， 这种改变就

越为明显。 这种非常明显的变化体现在两

个方面， 大脑灰质（神经细胞进行信息加工

的部位）及大脑白质（神经连接的部位）。 研

究者认为， 音乐让大脑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听多声部乐曲能让大脑更好地适应外界环

境。 出租车司机需要不断积累和辨别详细

的道路信息， 以便能从迷宫般的复杂路况

中找到捷径， 因此他们大脑中的海马体也

会产生类似变化。

（据《新快报》）

打一针，减肚腩

美国《生物材料》杂志刊登一项新

研究，科学家发现将一种含有生热细胞

的微型胶囊注射到实验鼠腹部，可使其

燃烧更多腹部脂肪，治疗 80 天后，其腹

部脂肪约可减少 20%。注射细胞可将腹

部脂肪细胞转化成所谓的“生热细胞”

（利用脂肪产生热量）。

这项新研究利用了人体内棕色脂

肪生热属性，减少白色脂肪细胞，进而

减少腹部脂肪堆积。科学家将棕色脂肪

生热细胞与经过基因改变（使之失去导

致腹部脂肪生长的一种酶）的细胞相结

合， 并将新细胞置于凝胶状微型胶囊

内，进入体内后的释放，不会导致免疫

反应。 科学家表示，如动物实验效果良

好，将展开人体试验。 （据《生命时报》）

多听交响乐不迷路

英国

最新研究显示

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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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治疗

上海新药反响强烈

近期， 有关我国上海成功研制出首

个可替代手术和放化疗的抗肿瘤中药枫

苓合剂的消息见报后，读者反响强烈。

最值得欣慰的是， 那些服用该新药

的患者见证的疗效实在令人折服———

上月，枫苓咨询中心又传来好消息：

肝肿瘤患者林天宏的肿块又缩小了，现

在只有 5.0cm×4.5cm！

今年 51 岁的林先生是一位学者，

2004 年因肾衰竭经肾移植手术渡过了一

场劫难。 然而， 命运对他的考验远没有

结束， 2010 年 1 月经省肿瘤医院检查，

发现他的右侧肝脏有 6.5cm×6.0cm 的肿

瘤！

非常危急，怎么办？

经冷静的分析对比， 林先生果断地

选择服用上海医保抗肿瘤新药枫苓治疗

1个疗程。

果然，服完 1 个疗程后经医院肝 CT

复查，病情被控制住了。 顿时，他意识到

自己也许真的有救了！

接下来， 林先生坚持按时按量继续

服用。 2个疗程服完后，B超显示，肝内肿

块正进一步缩小。 按医生的话说，林先生

能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新药枫苓功

不可没。

林先生开心极了， 原来同病房的病

友在他的鼓舞下， 也纷纷用上了上海新

药。

【后记】

据悉，枫苓治疗肝、肺、胃、胰腺、食

道、贲门、直肠、鼻咽、乳腺、膀胱、前列

腺、宫颈、卵巢、肾等器官肿瘤效果都非

常好， 许多患者使用后， 肿瘤很快缩小

了。

由于效果突出， 枫苓已率先被列入

上海医保。 目前安阳市春草大药房(原海

鑫购物广场南侧)已引进并成立枫苓专家

咨询服务处。

专家预约热线：0372-5065712，患者

今后可得到上海专家跟踪指导服务。

接种狂犬疫苗

将采用新程序

由 5针肌内注射改为 4针

晨报讯（记者 范丽丽）9 月 17 日，

记者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悉， 新程

序接种狂犬疫苗开始在我市推广， 该程

序由原来的 5 针肌内注射改为 4 针肌内

注射方案，降低了患者的医疗成本。

据了解， 狂犬病在目前是可防不可

治的传染病， 被可疑动物致伤后采取预

防性治疗是挽救生命的唯一办法。 一直

以来， 我国批准采用的狂犬病疫苗接种

方案是 5针肌内注射方案（即一般狂犬病

暴露者于第 0 、 3 、 7 、 1 4 和 2 8 天各注射 1

剂狂犬病疫苗一个剂量）。 随着我国人用

狂犬病疫苗研制技术的不断进展， 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已批准某些品牌

的人用狂犬病疫苗按照“2-1-1”的 4 针

法肌内注射方案对暴露后人群进行接种。

“2-1-1” 法只需就诊 3 次， 全程接种 4

针，疗程 3周。具体程序为，第 0天左右上

臂三角肌肌肉注射各一针（共两针），第

7、21天各注射一针。

说法 1：“上午的水果是金，中午的水果是银，下午的是铜，晚

上的是铝”。 没有根据。 水果还是水果，人还是那个人，上午和下

午有那么大区别？ 完全不合常理。

说法 2：饭前不要吃水果。错误。饭前吃水果既不会影响消化

吸收，也不会增加进食总量，完全可以。

说法 3：饭前吃水果有助减肥。正确。与主食、肉类等相比，水

果体积大，能量少，有助于减少正餐能量摄入，故有助于减肥。 当

然，到底减不减肥，最终还取决于总进食量以及运动量。

说法 4：饭后

吃水果易发胖。 正

确。 正餐已经吃

饱，之后再强吃一

些水果，增加了能

量摄入，把胃“撑”

大， 容易导致肥

胖。

说法 5：睡前不要吃水果。 大致

正确。临睡前不要吃任何食物，包括

水果。 但睡前一两个小时吃水果应

该是可以的， 尤其是那些在其他时间顾不

上吃水果的人。

说法 6：吃饭时不宜吃水果。没根据。吃

过水果沙拉的人都知道，吃饭时吃水果没有任何

问题。

说法 7：水果越甜，含糖量越高。对同一种水果，这

种说法基本是正确的，但对不同种类的水果，就未必

正确了。 因为甜度不但与含糖量高低有关，还与糖的种类

（比如果糖比蔗糖甜）、酸味有关。

说法 8：水果颜色越深，营养价值越高。 基本正确。 水

果的色素大多是胡萝卜素、叶黄素、类黄酮等，这些物质具有

很好的营养作用，深色水果含这些物质更多一些。

说法 9：水果升血糖比较快，糖尿病人不宜食用。 错误。 只有

部分水果，如西瓜、香蕉、菠萝等升糖指数（GI）较高，升血糖较快，

而其余大部分水果，如苹果、梨、葡萄、桃、橘子等，升血糖不快。

“糖尿病防治指南”鼓励患者摄入水果。

说法 10：孕妇多吃水果宝宝皮肤好。 错误。 宝宝的皮肤或其

他器官的发育取决于妈妈整体的营养状况，而不是水果。 倒是

见过很多因为大吃水果而致妊娠糖尿病的孕妇。

说法 11：宝宝要多吃水果。 错误。 婴幼儿饮食应保持均衡，

奶、蛋、鱼虾、肉类、蔬菜、粮食等与水果一样重要或更加重要，吃

太多水果势必影响其他食物的摄入，导致宝宝营养较差。

说法 12：水果都是低能量食物。错误。 大部分水果含水量

较高，只能提供较少的能量，但有些水果，如香蕉含较多能量，

不亚于土豆；榴莲的能量也不少，因其脂肪含量较高。 就算是

低能量的水果，如果你一天吃很多，能量摄入也可能超

标。

说法 13：水果大都是碱性食物。 正确。 绝大部分

水果都是碱性的，不管它吃起来有多么酸。

说法 14：水果榨汁食用更好。错误。水果榨汁

喝，也许更利于消化、吸收，但却容易造成营养素

损失（氧化破坏，或者因过滤而流失）。

说法 15：水果可以代替蔬菜。错误。水果和

蔬菜营养特点有很大不同，不能互相取代。

说法 16：产妇“坐月子”不能吃水

果。没道理。水果含有丰富的营养，产妇

应该适当补充。

说法 17：空腹不能吃水果。 没

道理。 关于“空腹不能吃的食

物”的谣言总是特别多。

（据《生命时报》）

水果传言 与

对

错

水果，是健

康生活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也是人们最关

心的食物之一。 一直以

来，关于水果的说法层

出不穷， 究竟孰对

孰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