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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富氧水补氧？别逗了

Q：随着消费者保健养生需求的增
加，不少企业大打概念牌和营销牌，过度
强调了饮用水的功能性，“功能水”密集
出现。种类繁多的功能水真有那么神吗？

对于市场上的功能水，专家的观点倾
向一致。

医学专家指出，水主要由氢和氧构
成，不论怎么处理都不可能具有特殊疗
效，除非添加其他物质。而添加了其他物
质后，也就不是单纯的水了，该不该喝、

怎么喝都要因人而异。
“这么说吧，任何宣称有特殊功能的

水，都是忽悠；任何超过普通瓶装水价格
的水，都是因为营销做得好而贵，而不是
因为有什么特别的功能而贵。”云无心在
微博中写道。有营养专家也表示，“功能
水”所宣称的功能多数都是概念炒作，其
实没什么特殊功能，更谈不上保健作用。
事实上，没有污染、无毒、无害、无异
味，即干净、安全就是健康水。

今年以来，富氧水在市场上走红，某
食品饮料生产企业重磅推出“富氧弱碱性
水”，宣称采用尖端锁氧技术，产品中的
溶解氧含量为普通饮用水的6—10倍，可
有效补充人体所需氧气，通过喝这种水，
即可通过消化道黏膜渗透方式吸收水中的
高浓度氧气，达到高效、简便、无毒副作
用的补氧。

这一产品的推出引来纯净水生产商的
炮轰，某纯净水品牌相关负责人在日前举
行的纯净水生态高峰论坛上指出，目前市
场上所销售的对人体有特殊功效的所谓

“功能水”大都是炒作，是“概念水”。事
实上，水主要是满足人体新陈代谢的需
要，水中含有的微量元素少，并不足以承
担起微量元素提供等人体保健功能。同时
对于一些特殊人群，还需要特别注意饮用
水的选择。

有业内人士表示，为了迎合消费者需
求，并避免同质化带来的激烈竞争，目前
多数“功能水”确实有概念炒作的嫌疑。
不过，这是被明令禁止的。

据介绍，2013年 10月国家卫生计生
委出台了《涉水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
范》，禁止涉水产品标注明示或暗示具有
防止疾病作用的，虚假、夸大，使消费者
误解或者欺骗性的文字、图形和与生活饮
用水无关的内容，以及酸性水、碱性水、
活化水、小分子团水、功能水、能量水、
富氧水等内容。

“富氧水”
有炒作概念嫌疑

人体不可能
通过消化道补氧

针对“富氧水”，科普作家、科学松
鼠会成员云无心在其微博发布文章指出，
之所以说富氧水“补氧”的功效是忽悠，
首先所谓“尖端锁氧技术使得水中的溶解
氧含量为普通饮用水的 6—10倍”，就只
是玩弄科学名词。氧气在水中的溶解度取
决于氧气的分压，通过向水中注入氧气，
然后加压封装，的确可以使得水中的溶氧
大大增加。但是，一打开瓶盖，就与空气
相通，超过该温度下溶解度的氧气，就会
释放出来——看到瓶中出现了气泡，就是
说明氧气跑掉了。再把水倒到杯子里、喝
到嘴里、进到肚子里，留在水中的氧气也
就所剩无几了。

云无心在文章中指出，通过喝水吸收
氧气，在理论上并不成立——人不是鱼，
人体不能通过消化道吸收氧气。虽然有科
学家提出了“通过消化道黏膜渗透方式吸
收水中的高浓度氧气”的理论，但并没有
被科学界所认可。

云无心表示，不管是“富氧”还是
“弱碱性”，都没有科学依据，而且被科学
界反复辟谣。

■ 热点问答

任何“特殊功能”的水都是忽悠

■ 名词解释—— 富氧水
最初的富氧水即在纯净水的基础上添

加活性氧的一种饮用水。这是美国医学科
学界为了研究生物细胞的厌氧和好氧性而
用的医学研究用水，属于医疗用水，是针
对特殊人群的，不能作为正常人群的饮用
水。

日本名古屋大学综合保健体育科学中
心教授石田浩司等人以这所大学田径部
10名男学生为对象，对富氧水效果进行

了检测实验。他们在不同的日子里让10
名学生分别饮用350毫升普通水和氧浓度
为普通水4倍的富氧水，而且不告诉学生
他们喝的到底是哪一种水。学生喝完水后
被要求运动15分钟，然后由研究人员测
试并比较反映他们心率和耐力的指标——
最大氧摄取量，以及到达疲劳极限的时
间。结果显示，学生饮用这两种水后，生
理指标并未出现差异。

对于路痴来说，站在街边不知该往哪
儿走会让他们泪流满面，明明身边有地图
却还是看不懂会让他们痛彻心扉。现在，
印度两位发明家联袂推出了一款“手机导
航鞋”，通过“听从”手机地图指挥发出
轻微震动，以提醒主人转变前行的方向。
这个名为Lechal的高科技产品可以通过内
置的蓝牙装置与手机信号相连接，根据手
机里的导航地图为主人规划行走路线，在
需要左转或是右转的时候，两只鞋分别发
出震动来指引方向。

这款“导航鞋”用起来非常简单直
观，就像人们感到左肩被拍一下后会本能
地向左回头那样。鞋内安装有传感器，可
以接收主人身体的运动和声音，因此，主
人比画个手势或弯一弯手指就能与它“交
流”。它甚至还能根据设置好的“卡路里
消耗量”来规划一条最佳的路线。

鞋子导航挺省事

未来电脑能感觉

今天的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功能强
大，可以帮你查阅数千公里外某个地方的
天气，也可以帮你订酒店和午餐。但是如
果你想让它告诉你某件衣服的质地如何，
或者某种菜肴是否可口，它就无能为力
了。不过，据美国 IBM公司的估计，这种
情况在五年之内就将改变。电脑要实现5
种人类才有的感觉能力，即视觉、听觉、
味觉、嗅觉和触觉。电脑等机器将越来越
像人一样去感受这个世界。例如在观看一
幅画时，并不仅仅将其当做一组描述颜色
的数据点、色素和线条；相反，它会将画
作为整体来看，并能够理解画作所表达的
含义。

这款具备认知能力的电脑与传统电脑
相比最关键的差别在于，后者能够接受

“训练”。认知系统不会简单地重复给出错
误或无用的答案，而是一旦知道结论错误
之后，能够改变方法重新尝试。但是别担
心，这与科幻电影里导致人类危机的人工
智能不是一码事，认知计算只是一个辅助
性的技术，它不能自主运行。它通过一种
人性化的输入方式，能够帮助我们从编程
任务中解放出来，进入到下一步的训练任
务中。

防伪颗粒专打假

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开发出
的一种防伪颗粒，有望最大限度减少非法
贸易，让假冒商品立即现出原形。这种防
伪颗粒由一种聚合物制成，每个长约200
微米，由不同条纹的纳米晶体组成，这种
晶体被称为稀土转换纳米发光晶体。晶体
掺杂有镱、钆、铒、铥等等金属元素，当
暴露在近红外光下就会发出各种颜色的可
见光。不同颜色的排列顺序可以让每个颗
粒具有唯一性。通过改变这些元素的比
例，研究人员可以让晶体发出任何颜色的
可见光。使用这种方法，研究人员可以生
成数量庞大的独特标签。

（稿件均据新华社，资料图）

德国研究者克劳斯-克里斯蒂安·卡本
和维拉·海斯林格称，达·芬奇著名画作
《蒙娜丽莎》可能是世界上首幅 3D图画，
原因是达·芬奇当年画了两个不同的版
本，当这两幅画像相互覆盖时，在构图上
无论是人物的肖像细节还是背景画面的描
绘都显示出了一个立体的3D效果。

达·芬奇画了两幅《蒙娜丽莎》？

两位德国专家提出这一理论的依据是
2012年亮相的一幅画作，这幅画作与《蒙
娜丽莎》十分相似，两位德国专家推测，

这幅画同样出自达·芬奇之手，而非其弟
子的临摹之作。

这幅画作在西班牙马德里的普拉多博
物馆展出，被称为“普拉多的蒙娜丽
莎”，正版的《蒙拉丽莎》目前被收藏于
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

研究者发现两幅作品有细微的视角差
别，可能作者当年从不同的角度画了这两
幅画。

两幅合起来就是一幅3D画

研究者发现，两幅画的水平距离约为
7厘米，约等于人的两眼之间的距离。

来自汉堡大学的卡本说：“当我第一
次并排观察这两幅画时，发现这两幅画存
在着虽然不大、但十分明显的差异。在普
拉多的版本中，你能够看到蒙娜丽莎所坐
椅子的一角，而在卢浮宫的版本中，你看
不见椅子。”

他认为，这是达·芬奇站在不同的角
度画了这两幅画的缘故，在画普拉多版本
时，达·芬奇站的位置应该比他画卢浮宫
版本时更靠左。

两位研究者解释，人的两只眼睛从不

同的角度观看物体，然后各自向大脑发送
平面图像，最后由大脑将两只眼睛分别传
递来的图像合成为3D图像。

根据这个概念，他们得出结论，如果
把这两幅画放在一起观看，就是这个世界
上的第一幅立体3D画像。

两位研究人员还补充说，他们使用了
红蓝立体成像技术将两幅画结合起来，结
果支持了他们的理论。

是画家更是科学家

两位专家也承认，他们无法断定达·
芬奇画这两幅画是巧合还是出于科研目的
有意为之。

众所周知，创作过《最后的晚餐》和
《维特鲁威人》等著名画作的达·芬奇不仅
是个画家，他还是个科学家，他对于解剖
学、地质学、数学和文学等领域都有研
究。

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解剖学家之一，
他的笔记中写满了有关复杂人体的各种知
识，以及他对于人体器官、骨骼、血管和
肌肉的详细研究记录。

《蒙娜丽莎》或为史上首幅3D画像

■ 大开眼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