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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滚水”真的致癌吗？

千滚水，也就是煮沸了很长时间（反复煮沸）的水。传言
喝这样的水会致癌，究其依据，主要是说其中所含的“硝酸盐
和亚硝酸盐”物质。其实，水在反复烧开的过程中，由于高温
缺氧的问题，的确会导致水中部分硝酸盐物质转化成亚硝酸
盐。经过实验测定，自来水当中的亚硝酸盐含量是0.007毫
克/升，烧开一次之后数值为0.021毫克/升，继续烧开20次
之后的含量是0.038毫克/升。而生活饮用水中亚硝酸含量
是有明确“国家标准”限定的，数值是≤1毫克/升；换一种角
度说，想达到该限值，理论上需要把水煮沸200次。

所以，就算多次煮沸之后，其数值还是远远低于国家标
准的，并不可一概而论，其实千滚水和癌症没有任何联系。

隔夜水真的有毒吗？

有人说隔夜水喝了之后有毒，甚至还会致癌。其理由
仍然是“亚硝酸盐”的问题，亚硝胺类化合物的确是一种新
型的饮用水消毒副产物，但是我们从饮用水中摄入的亚硝
胺含量实则“微乎其微”。

因为亚硝胺物质的产生需要适宜的环境和前体物质，
但是水在烧开之后其中的细菌物质会失去活性，硝酸盐含
量较少，根本没有产生大量亚硝胺物质的基础。

所以，开水就算放了一宿，也并不会改变水本身的性质，
微生物含量可能有所增加，但不会对人体产生较大危害。

怎样喝水更安全、健康？

1.只要喝的水干净、合格且安全，均可放心饮用。
2.喝水，不要拘泥于“8杯水”，杯子大小不同，饮水量

自然也就不同。
3.讲卫生，不要喝“生水”。
饮水，要注意卫生，保证干净且安全；很多人习惯直接

喝未经加热煮沸的自来水，但这样的“生水”中可能含有氯
气、细菌、虫卵等有害物质。所以，请加热煮沸之后再喝。

4.不喝烫水和冰水，水温要“适宜”。
喝冰水，会使胃黏膜突然变冷，引起毛细血管收缩，从

而就会引起胃肠不适；喝烫水无疑会损伤黏膜（食道、胃），
甚至会增加患消化道癌症的风险。

5.慢慢喝，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
6.不要等到口渴之后再喝水。
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总是喜欢等到口渴之后再去饮

水，但此时身体已经严重缺水，对于身体代谢存在较大威胁。
7.合理看待广告，不要迷恋“概念水”。
白开水更加实惠靠谱，“概念水”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

不要为了所谓的健康而花了冤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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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滚水致癌，隔夜水有毒？其实没有传闻这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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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最新研究称，那些被认为能够让
人变聪明的基因也会导致人们患上厌食
症、孤独症和躁郁症。

一项新研究显示，小红蛱蝶每年在欧
洲与非洲之间来回迁徙，其间两度飞越撒
哈拉沙漠，总里程最长达1.2万公里。

1.（判断题）鲸鱼不是鱼。这个说法对吗？
答案：对
解释：鲸鱼不是鱼。鲸是胎生，鱼是卵

生，鲸用肺呼吸，鱼用腮呼吸；鲸是哺乳动
物，鱼不是。

2.（判断题）苹果中的微量元素锌可以
增强记忆力。这个说法对吗？

答案：对
解释：苹果中含有微量元素锌，是人体

中 100 多种酶的组成部分，补锌能起到增
强记忆力的效果。

记者 王元卓 通讯员 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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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位志愿者早晚轮班疏导道路交通

这段路，交警尽力管，无奈警力有限；这段路，村书记徐云
国也想管，是想保障村民的安全和出行通畅。

改变道路条件，是不可能了，那难管的原因在哪儿？可不就
是缺人管嘛。去年8月，村里组建了一支志愿者队伍，就想好好
管管这条路，其中31位党员干部率先发挥了先锋作用。

除此之外，队伍还吸纳了部分村民代表、妇联和老年协会成员
等。就这样，一支以党员干部为中心，村民参与的队伍成立了。最
初，只有50多人的队伍，有人走，有人来，如今壮大到65人。

今年65岁的杨存明是一名党员，也是队伍中的一员。当初得
知要组建队伍管这事，他义不容辞，“年轻人忙工作，我退休在
家，发挥余热呗！”

他说，队伍组建初期，也请了交警过来指导如何疏导交通，
如何用手势指挥，如何保障自身安全。知识是学到了，可一开始
上路疏导却有些不好意思了，“一方面，我们自己从来没有管过
马路，另一方面，村民也不理解。他们觉得，我们干嘛要站村口
引导交通，一开始也不服管。”

村里的车硬要塞进车流，直行车也不相让，他会上前劝导，
一辆车让了，打结的交通瞬间通畅了；斑马线前是疾驰的车，村
民要过马路，他会伸出小黄旗示意停车……时间长了，这条路的
秩序真的在变好，“管闲事”的杨存明和其他志愿者付出所获得
的成效被村民看在眼里，质疑声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夸赞。

而在交警看来，这条路的“硬件”缺陷依然存在，但“软
件”升级，多了65个人管，曾经让人头疼的问题也得以慢慢解
决。“经过调整规划，村里还合理划出了50多个停车位，路边违
停也有了改善。”交警告诉记者，现在这条路“两低一高”，事故
率低了，出警率低了，通畅率高了。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陆明光 文/摄

警民合作+党员志愿者模式
根除交通顽疾

云龙镇云达路
通畅了

村民过马路村民过马路，，志愿者示意过往车辆礼让志愿者示意过往车辆礼让。。

两车僵持，这条路被堵得严严实实

说起云达路过去的境况，徐云国连连说“太糟糕”。这
条还不到一公里的道路，一度成为上班族必堵之路，它天
生的瑕疵让交警颇为头疼，却也有些力不从心。

云达路是一条混合道路，没有隔离栏，只是狭窄的两车
道。往南，通往云龙镇镇区，是双向四车道；往北，通往鄞州
大道，道路条件更佳，是双向八车道，而云达路就被夹在中
间，不管车辆从哪个方向来，都将因车道变少而挤在这里。

再则，道路两边多是工厂企业，经常有大车进出，而过
往上班族的交通工具不是电动自行车便是小轿车。“雪上
加霜”的是，前后陈村的几个村口都对向这条路，也就是
说，一到工作日的早晚高峰，村民要进出，其他上班族也要
过往，平日里工厂大车还要运输来回，因停车条件差，路边
还有一排的违停车。

“村里出来的车要转到马路上，直行车不让，又或者转
弯车不肯让行，只要有两辆车僵持在那里，这条路就堵得严
严实实。”徐云国告诉记者，更别说有刮擦事故了。“上班途
经这条路的人都很怕的，以前起码要提早半个多小时出门，
以防被堵。最严重的一次，车子在这里堵了将近一个小
时。经常发生的是，村里的车出不来，直行的车过不去。”

因为道路条件差，违停车辆又多，大车从工厂出来，必
须借对向车道才能通行，这种视线盲区的情况下，曾发生
过电动自行车与大车碰撞的伤亡事故。

采访中，横溪交警中队的民警告诉记者，这条路易堵，
不通畅，是中队管辖范围里的主要堵点之一，平日的出警
率也很高。“大事故毕竟少，多是小事故，甚至仅仅是车主
之间斗气而引发的拥堵。接警后，我们到这里开车要15
分钟，很多时候到现场了，道路也通畅了，原因是互不相让
的车主中，一方已经让了。”

喝水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最近，水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有人称“千滚水致癌”“隔夜水有
毒”等等说法，引起了众人的恐慌和疑问。那么，这些说法有依据吗？怎样喝水更加安全、健康呢？

1 “现在这条马路的交通
秩序好多了，我们在考虑，
接下来这支队伍还应该如
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昨天
上午，在鄞州区云龙镇前后
陈村村委会，就村民出行通
畅和安全等问题，村书记徐
云国与横溪交警中队的民
警又坐到了一起。

他口中的“队伍”，是去
年8月成立的以村里党员干
部为主的志愿者队伍，他所说
的“马路”，是村民进出的主干
道云达路。这条马路差不多有
一公里，日常除交警站岗外，
近一年来的工作日早晚高峰，
还有65位志愿者轮班协管。

那么短一条道路，需要
这么多人管？这曾经是云龙
镇的重要堵点，路窄车多，两
边多是工厂企业，早晚高峰
村民还要由此进出，若是发
生一点小刮擦，足以将这里
堵得水泄不通。但因横溪交
警中队管辖范围大，警力有
限，这个交通顽疾始终无法
根除，直到去年前后陈村提
出这个方案，警民合作+党员
志愿者模式成了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