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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办发行

平日里，路上、地铁上随处可见青少
年拿着手机、平板看短视频；放假了，就
更抵挡不住短视频的诱惑。前不久，连作
家莫言都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感慨：“怎么
又刷了一小时，而且这一小时里大部分
都是比较无聊的东西。”确实，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社会仿佛一夜之间进入了
短视频时代，尤其是不少青少年沉迷短
视频，让家长深感焦虑。

短视频为什么吸引青少年

在人类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周围经
常充满危险。为了能够在大自然里生存
下去，人类对运动的新鲜事物非常敏感。
因此，大脑决定了人的一生都在追求新
事物：新的图像、新的声音、新的事物，以
及新的人。“喜新厌旧”是大脑的本能。动
态直观的短视频新颖刺激，如同打开崭
新的礼盒一样，能带给人惊喜，这正是大
脑所需要的。

人脑中的镜像神经元具有视觉思维
和直观本质的特性，而肾上腺素更是人
类赖以生存的激素之一，它介导交感神
经系统的一切反应。短视频制造的紧张
氛围、感官刺激，能够“点燃”青少年的情
绪，流畅的短视频还能诱发多巴胺分泌。
多 巴 胺 是 一 种 与 愉 悦 感 相 关 的 神 经 递
质，短视频不断刺激多巴胺分泌，让大脑
形成“成瘾回路”，欲罢不能。

人类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系统
属于“自动巡航系统”，无需投入能量过
多地思考；另一个系统是用来迎接挑战、

解决新问题、学习新技能的。大脑只有遇
到不熟悉的事物或者困难，才会用到耗
费能量的系统。大脑是有惰性、喜欢慵懒
的，而不用多动脑筋的短视频“投脑所
好”，导致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很容易被
它吸引。

长期刷短视频会造成哪些影响

青少年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形
成时期。短视频会对青少年的审美观、人
生观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经常从孩子
们口中听到“霸总”“敌蜜”“哈基米”等短
视频流行语，还能听到他们哼唱一些“洗
脑”短视频神曲。还有一些孩子说学习不
重要，将来当个短视频网红、播主就是人
生最大的梦想。

短视频可以满足青少年自由表达的
欲望。来自陌生网友的点赞和评论，能让
青少年感觉到被重视、认可，导致一些青
少年沉迷于短视频以自我为中心的虚拟
世界中，甚至拒绝和家人、同伴交流，在
现实生活中当个一言不发的“隐形人”。
长此以往，心理健康堪忧。

怎样引导青少年使用短视频

不可否认，短视频通过聚焦、渲染、
暗示、放大等策略将事物具象化、情绪
化。如果利用得当，短视频可以在青少年
成长过程中扮演信息来源、学习工具的
角色。

家长可以引导青少年根据自身学习
需要，在短视频平台快速搜索并获取相

关知识。例如，有热心做科技知识传播的
科普短视频作者，有介绍大好河山、优秀
文化等的公益短视频播主。家长可以将
这些引入孩子学习当中，拓宽孩子眼界，
让他们掌握更多知识。

家长可以利用短视频对孩子进行可
视化思维引导，化抽象为具体，助力大脑
对经验记忆进行表征加工。通过利用短
视频帮孩子设定学习任务，开展讨论、交
流以及创作，充分调动视觉、听觉等多元
刺激参与学习，缓解疲劳，助力青少年形
成逻辑清晰、丰富有序的想象能力。让青
少年根据不同的主题，以同伴合作的形
式录制短视频，助力青少年高水平思维
能力的提升。

短视频善用比喻、拟人、排比等大脑
喜欢的方式来叙事，将不熟悉的、抽象的
概念变得具有熟悉感和画面感，可以降
低理解的难度。利用短视频学习，添加有
代入感的情节，可以让大脑镜像神经元
更加活跃。设置一些趣味活动，让大脑感
觉到多巴胺的奖励，让学习变得更加愉
悦。全脑参与、多维拓展、多点关联，以及
以脑科学为导向的短视频学习法，可以
助力高水平思维的养成。

当然，如果家长不具备驾驭短视频
的 能 力 ，甚 至 自 身 都 沉 浸 在 短 视 频 之
中，也很难要求孩子戒除网瘾。最好的
办法是家长先放下手机，拿起一本书，
为 孩 子 树 立 榜 样 。正 如 莫 言 所 说 ：“ 读
书，是我们业余时间里，最值得做、最应
该做的事情！” 据中国科普

近年来，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不断
发展，医生获得了更多治疗肿瘤的新“武
器”。同时，化疗、手术、活检等传统诊疗
方法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流传着不少
关于肿瘤治疗方法的传言。“做化疗反而
会使癌症病情发展更快”“手术或活检会
让癌细胞在体内扩散”“‘饥饿疗法’能抗
癌”……这些说法让不少患者对目前普
遍采用的癌症诊疗手段产生怀疑，从而
轻信所谓的“偏方”。针对上述传言，专家
给出回应。

传言一：化疗会加速癌症发展
专家回应：规范合理应用化疗，能显

著抑制癌细胞增长
化 疗 一 直 以 来 都 是 对 抗 恶 性 肿 瘤

的关键手段。近年来，一种颇具争议的
观 点 声 称 ，化 疗 不 仅 无 法 有 效 控 制 癌
症，反而可能加速病情发展。对此，天津
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介入治疗科主任医
师于海鹏说，规范、合理地应用化疗能
显著抑制癌细胞增长，延长患者生命，
改善预后。

“由于癌细胞的增殖速度远超正常细
胞，因此，化疗药物对癌细胞的杀伤力显
著高于对正常细胞的影响。”于海鹏说。现
代医学一直致力于寻找减轻化疗副作用
的方法，例如通过调整化疗药物的剂量和

给药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对正常细胞的伤
害；辅助使用生长因子和其他支持性治
疗，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化疗期间可
能出现的贫血、感染等问题。

传言二：手术或活检会促进癌细胞
扩散

专家回应：多重预防措施使扩散影
响微乎其微

手 术 和 活 检 是 两 种 重 要 的 医 疗 手
段，它们有助于明确诊断结果，是许多癌
症患者治疗方案中的关键环节。然而有
些人认为，手术或活检操作可能会促进
癌细胞在体内扩散。对此，于海鹏说，多
项研究表明，手术和活检对癌细胞扩散
的影响微乎其微。

首先，癌症的转移并非由单一因素
决定，而是涉及复杂的生物学过程，包
括癌细胞从原发部位脱落、入侵周围组
织、进入血液循环、在远处器官定植并
生长。“即使在手术或活检过程中，极少
量癌细胞有可能被释放进入血液循环，
但绝大多数癌细胞会在循环中死亡。”
于海鹏说。

其次，现代医学在手术和活检操作
中采取了多重预防措施。“对于局限性肿
瘤，手术切除往往是根治性治疗的首选。
这会显著提升患者长期生存的机会。”于
海鹏介绍，任何医疗操作都有其风险与

收益的权衡。在决定是否进行手术或活
检时，医生会综合考虑患者的具体情况
是否合适，包括癌症的类型、分期、患者
的整体健康状况以及预期的治疗效果。

传言三：“饥饿疗法”能抗癌
专家回应：限制营养摄入会削弱患

者自身的免疫系统
癌症患者的身体处于高代谢状态，

肿瘤细胞具有异常代谢途径，能够更高
效地利用有限的营养资源。“这意味着即
便患者减少食物摄入，肿瘤细胞依然能
找到方式获取所需养分，甚至可能通过
分解患者自身的健康组织来维持其生
长，导致患者体重下降和肌肉流失。‘饥
饿疗法’相当于‘杀敌一百，自损三千’。”
于海鹏说，营养不良不仅不会饿死癌细
胞，反而会削弱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降
低他们对化疗、放疗等标准治疗的耐受
性和响应性。

于海鹏介绍，真正的饥饿疗法，在医
学领域是指靶向肿瘤血管生成的治疗方
法或介入治疗中动脉栓塞减少肿瘤的血
液供应。肿瘤为了生长和扩散，会刺激新
血管生成，形成自己的血液供应网络。通
过使用抗血管生成药物或介入栓塞方法
切断肿瘤的血管供应，可以使肿瘤无法
获得更多养分继续生长，达到治疗目的。

据《科技日报》

关于肿瘤治疗的传言可信吗

孩子沉迷刷短视频怎么办孩子沉迷刷短视频怎么办

长久以来，月球被视为一片极度干燥
的荒原。“月球上是否存在水”一直是科学
界探究的热点话题。美国阿波罗登月任
务带回的样本在初步分析中仅显示了极
微量的水，而这些微量水被质疑可能是来
自地球的污染。近年来，我国嫦娥五号任
务采集的月壤样品为中国科学家进一步
开展相关探索工作提供了条件。

近日，中国科学家在国际期刊《自然·
天文学》在线发表论文指出，在嫦娥五号
带回的月球样本中发现了一种含有分子
水的矿物晶体。这一发现不仅首次证实
了月壤中水分子的存在，还揭示了月球上
水分子以分子水的形式存在。

在对月球表面探测中，作为一种关键
技术仪器，月球矿物光谱仪通过测量月球
表面反射的特定波长光的能量，来推断月
球表面是否存在“水”。需要说明的是，月
球矿物光谱仪所探测到的“水”，是指矿物
里的水分子或者羟基。此前的研究中，科
学家获得了月球表面原位条件下的“水”
含量，1 吨月壤中大约有 120 克“水”，然而
难以区分这些“水”是水分子还是羟基。

在最新的研究中，科学家通过精确的
单晶衍射和化学组分分析，在月球样本中
发现一种含水矿物，其结构中包含 6 个水
分子构成的分子水，分子水在矿物样本中
的质量占比高达 41%。红外和拉曼光谱技
术清晰地揭示了分子水的吸收特征，而电
荷密度分析则进一步确认了分子水中的
氢原子。

这种含水矿物的晶体结构与地球上
一种罕见的火山口矿物相似，后者是由热
玄武岩与富含水和氨的火山气体相互作
用形成的，表明月球上的含水矿物可能与
火山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验证上
述发现的准确性，研究人员对含水矿物的
成分和形成条件进行了深入分析，排除了
地球污染或火箭尾气作为分子水来源的
可能性。

这次发现的含水矿物表明，月球上存
在一种以水合盐形式的分子水。与容易
挥发的水冰不同，这种分子水在月球的高
纬度地区非常稳定，即使在阳光直射的区
域也可能存在。

接着近日又传来消息：中国科学院科
研团队从嫦娥五号月壤中找到了利用月
壤大量生产水的新方法。

科研团队经过大量实验发现，月壤矿
物由于太阳风亿万年的辐射，储存了大
量氢。加热后，氢与矿物中的铁氧化物
发 生 化 学 反 应 ，生 成 单 质 铁 和 大 量 水 。
当 温 度 升 高 至 1000℃ 以 上 时 ，月 壤 会 熔
化，反应生成的水就能以水蒸气的方式
释放出来，1 吨月壤将可以产生约 51—76
千克水，相当于 100 多瓶 500 毫升的瓶装
水。目前，科研团队正在设计验证方案
和装置，预计最快或随嫦娥八号到月球
上去做相关试验，有望为未来月球科研
站建设及深空探索提供多方面支撑。

据《科普时报》、中青网

月壤中取水不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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