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1月14日 星期三 专题
责编/胡晓新 董富勇 楼世宇

美编/严勇杰 照排/王蓉 陈鸿燕
时评 A03

近日，某小学一学生过生日，家长为其举办了生日宴会，
场面十分隆重，而且邀请了全班同学参加。在宴会现场，场面
非常豪华，家长特地包了一处别墅，而且还租了很多的豪车接
送同学。 11月13日《南国都市报》

点评：家长这是要教给孩子啥？

近日，六旬夫妻在医院门前设“爱心厨
房”15年的消息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从
2003年以来，万佐成和老伴熊庚香就在江
西南昌的江西省肿瘤医院附近设立了多个
煤炉，主要供癌症患者家属炒菜用，而这些
患者家属每做一道菜只付费1元钱。这个
设在巷子里的简陋厨房，被大家称呼为“抗
癌厨房”“爱心厨房”。

11月13日《北京青年报》

看到南昌那条小巷里的凡人善举，有人
祈祷“好人一生平安，祝老人家身体健康”，有
人却已盘算起：“只提供炊具，每个菜收1元
钱，也不少了吧。”照着“1元也不少”的说法，
似乎六旬夫妇坚持多年搭建的“抗癌厨房”，
其爱心就要大打折扣了？那么我倒要问，既
然有利可图，附近别的店摊为啥不一拥而上、

纷纷“开灶”呢？15年的坚守，帮助了多少人，
温暖了多少心，这种在生命低谷里感受的陌
生人的关爱，岂是区区1元钱能轻易换得！

的确，“抗癌厨房”传递出来的善良与坚
守，理应获得社会的更大支持与广泛传播。
但如何去支持，怎么来传播，可能同样需要
虑及和避免某些“求全心态”。透过网上传
播的视频，不难发现“小巷厨房”的环境散
乱，甚而存在一定的消防隐患。由此自然可
以揣测，倘若不是有关部门对“抗癌厨房”的
功过评估，以及隐隐的体谅，善良老人纵有
那份助人为乐的持久爱心，恐怕这个200人
开灶的“露天厨房”，也早就“开”不下去了。

善于发现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
美，也是弘扬正能量的重要方面。对于这种
出于老人自愿的善举和修行，外界明里暗里
的热心帮扶，比吹毛求疵更重要。

点赞抗癌厨房要少些求全心态
司马童

起侮辱性绰号
是校园内的“心理欺凌”
杨朝清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
凌综合治理方案的实施办法（试行）》，对学生欺凌的定性、
工作机制、预防和处置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给他人起侮
辱性绰号的，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贬低或者侮辱他人人格言
论的，欺凌者恃强凌弱给被欺凌者身体和心理造成轻微痛
苦，属于情节轻微的一般欺凌事件。 11月13日《信息时报》

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笔者接触过数位患上抑郁症的同
学，其中有两位和中小学时期校园欺凌的不幸遭遇密不可分。由
于校园欺凌具有很强的隐匿性，两位大学生的家长对孩子的痛苦
经历都不知情。校园欺凌不仅给他们带来了身体上的痛苦，还让
他们承受了精神上的伤害，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

长期以来，校园欺凌都处于学校和家庭注意力的夹缝地带，
那些受到校园欺凌的孩子们，在某种意义上陷入孤立无援的边
缘化境地。伴随着社会变迁，校园欺凌逐渐被纳入治理轨道；对
校园欺凌“零容忍”，给孩子们营造一个更有安全感、更有品质的
成长环境，离不开制度护佑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结合。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校园欺凌是欺凌者直接用暴力手段恃
强凌弱；实际上，我们在看到显性的身体伤害的同时，不可忽视
隐性的心理伤害给被欺凌者带来的负面影响。将起侮辱性绰
号、在社交媒体发表贬低或者侮辱他人人格言论纳入欺凌事件
的范畴，见证了校园欺凌治理的专业化与精细化。

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认为，社会是人际间符号互动的结果，
人类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符号互动。给他人取侮辱性绰号，在
本质上就是一种污名化，将他人从“正常的人，完整的人”贬低为

“不正常的，有污点的人”；有些人热衷给他人取侮辱性绰号，娱
乐了自己，却可能让他人陷入痛苦的深渊。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流动的渠道，犹如一盏希望之灯。在关
注孩子们的物质生活和知识学习的同时，我们要更多地关注他
们精神世界的发育和建设，更多地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这样的
进步，“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在非失范与失范行为之间建
立清晰的界限，对失范行为说“不”，给校园欺凌事件戴上“紧箍
咒”，有助于更好地呵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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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酸性体质”？

酸性体质由来在于机体物质代谢产物以酸性物质居多，
如乳酸、丙酮酸、柠檬酸和碳酸等，因此想当然认为机体呈酸
性。其实，这是对机体错误的理解。

首先，生命必须在一个相对稳定pH（酸碱度评价指标）
环境下维系，正常情况下在7.35-7.45之间（常用7.4作为正
常参考值），按照pH等于7来判断，这个范围略微偏碱，但体
液既不能小于7.35（向酸性发展），又不能大于7.45（向碱性发
展），无所谓碱好，酸不好。按照罗伯特·杨的学说，pH值低
于7会产生重大疾病，下降到6.9时会变成植物人，如果只有
6.8-6.7时人就会死亡；反过来，你让体系pH值高于8试试，
照样产生重大疾病甚至死亡。

其次，体液是一个缓冲系统，其特点在于可很大程度抵消外
源酸碱对pH的影响，而且呼吸系统排出二氧化碳，泌尿系统排
出酸性物质作为补充参与了机体pH稳定的维持，保证各种代
谢过程有条不紊的进行。因此，无论是食物来源的酸碱性还是
代谢产生的各种物质，它们对机体pH值的影响都极其有限。

在此基础上，还衍生出酸性体质致癌的观点，这可能是错
误理解癌症发生瓦伯格效应的缘故。瓦伯格效应是指癌细胞
以糖酵解为主要代谢方式来维持生存，而糖酵解过程产生大
量酸性物质，而并非酸性促进癌症发生。由于体液是缓冲作
用，这些酸性物质对机体影响可忽略不计。

何谓“碱性营养”？

由于碱可以与酸发生中和反应而降低酸性，因此如果酸

性体质学说成立，补充碱性物质自然就成为一种重要健康方式
了，那这一策略是否成立呢？

我们先给出结论，那就是想通过补充碱性物质来改变体内
pH值即酸碱性的办法是更不靠谱的，无论这种补充方式是通过
饮食（食疗）或者直接进入体内（药疗）。

首先看食疗（包括各种营养品和口服药物），罗伯特·杨列出
来一系列碱性健康食品，这些食品是否健康这里不展开评述，只
就它是否可达到纠正酸性体质目的，答案是根本行不通。因为
食物经过胃酸消化后，其碱基已消失殆尽，怎么能进一步影响体
内pH呢？

如果直接进入体内呢，根据罗伯特·杨理论，为患者注射混
合了小苏打的静脉注射液，但由于机体是缓冲体系，这些注射液
对体液pH毫无影响。因此，无论什么手段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
机体pH7.4左右这个稳定值。

此外，酸（氢离子）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是许多生命代谢过程
的基础（如胃酸对消化的作用），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降低酸性，
有时反而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举简单例子，你把胃部调成
碱性环境，看看还能否消化食物？时间久了还能否维持生命健
康？

总之，大部分人包括癌症患者的体液pH都基本维持在7.4
左右，不可能出现所谓小于7的情况，这个很容易去医院检测，所
以酸性体质无从谈起。另外，试图通过口服或注射等方式矫正
体液pH值更是无法实现，相反过度应用反而造成胃肠道pH紊
乱，更加不利于身体健康。

因此，对健康而言，保持稳定（pH7.4）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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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所谓的“问题大米”指的是
汞含量超标的大米。这个说法对吗？

答案：错
解释：“问题大米”又叫“毒大米”，是

指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大米，其中最主要
的是金属镉的超标，大米中的镉污染主
要源自农作物种植地的污染。

（判断题）我们呼吸的氧气来源于植
物。这个说法对吗？

答案：对
解释：大气中的氧气有水蒸气在紫

外辐射下分解得到的，也有臭氧转化而
来的，但其主要来源为绿色植物通过光
合作用而获得，所以可以认为我们呼吸
的氧气是来源于植物。 王元卓 洪阳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消息，我国新
一代固体捆绑中型运载火箭长征六号甲
计划于2020年实现首飞。

为备战“双11”物流高峰，“复兴号”
列车首次启用高铁货运专用车厢，装载
量达原快运柜的10倍。

美国自然疗法学说人之一罗伯特·杨，写过一本畅销书叫《pH奇迹》，提出疾病发生是源于“酸性体质”，并提出通
过加强碱性饮食可实现健康保持和疾病治疗的目的。日前，他被美国加州法院判罚了1.05亿美元。

罗伯特·杨的“酸碱体质理论”到底如何？今天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还在相信“酸碱体质学说”吗？
它的始作俑者已被重罚，你需要知道的都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