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晒被子时加层黑塑料袋
提升紫外线穿透率 70%，有效杀
螨”的说法，经过科学分析后结论
如下：

紫外线穿透率提升70%的说法缺
乏依据

塑料材质的特性：普通塑料制
品 （包括黑色塑料袋） 对紫外线的
阻隔率通常超过99%，这意味着大
部分紫外线会被塑料阻挡，而非穿
透。黑色塑料袋虽然吸热，但其主
要 吸 收 的 是 红 外 线 （转 化 为 热
能），而非紫外线。

数据来源存疑：声称“紫外线
穿透率提升70%”的说法未提供任
何科学实验或权威机构的数据支
持，更多是推测或误传。

黑色塑料袋的实际作用与局限性

温度提升可能辅助杀螨：黑色
塑料袋吸热后，被褥内部温度可能
升高至 50℃以上，而高温确实能
杀死螨虫 （螨虫在 55℃以上会死
亡）。但仅靠温度升高，可能无法
彻底杀灭所有螨虫。

湿度与通风的影响：杀螨不仅
需要高温，还需要干燥和通风。塑
料 袋 的 密 封 性 可 能 阻 碍 湿 气 蒸
发，反而为螨虫提供潮湿环境，不
利于杀螨。

权威观点与健康风险

专家意见：多位专家指出，黑
色塑料袋的理论效果有限，且未解
决螨虫尸体和排泄物 （过敏原） 的
问题。仅靠暴晒无法根治过敏。

潜在健康风险：塑料袋在暴晒下
可能释放有害物质（如聚氯乙烯、增
塑剂），对人体健康构成风险。

结论

紫外线穿透率提升70%的说法
不成立：黑色塑料袋无法显著提高
紫外线穿透率，反而可能阻隔紫
外线。

杀螨效果有限：虽然黑色塑料
袋可能通过提高温度辅助杀螨，但
综合效果不如直接暴晒，且存在健
康风险。

更有效的方法：
定期晾晒：选择阳光充足、通

风良好的环境，直接暴晒被褥。
高温清洗：用 55℃以上的热

水清洗床上用品。
保持干燥：使用除湿机或干燥

剂降低室内湿度。

问题设置

海豚有“名字”，这是真
的吗？

动物
趣闻

海豚确实拥有类似“名字”的
独特身份标识，这一发现得到了科
学研究的支持。以下是关键信息的
总结：

独特的哨音签名

每只海豚在幼年时期会发展出
独特的哨音模式，类似于人类的
声纹。

这种哨音具有个体特异性，即
使在不同群体中也能保持稳定。

功能与用途

个体识别：用于群体成员间的定
向呼叫（如母子联系或同伴寻找）。

社会互动：研究表明海豚会模
仿同伴的哨音，可能用于加强社交
纽带。

高效沟通：在浑浊水域或远距
离中，声音标识比视觉更可靠。

科学研究证据

圣安德鲁斯大学团队 （2013
年）通过水下录音分析发现：

海豚听到自己专属的哨音时反
应更强烈。

群体成员会学习并重复特定个
体的哨音。

该现象在瓶鼻海豚中最为明
显，目前已在多个海域种群中观
察到。

与人类命名的差异

形成方式：自发产生而非社会
赋予。

使用场景：主要用于直接呼叫
而非抽象指代。

复杂度：尚未发现类似人类姓
名的层级结构（如姓氏+名字）。

科学意义

证明非人类物种具备符号化认
知能力，为研究动物语言演化提供
重要案例，提示海洋哺乳动物可能
存在比预期更复杂的社会智能。

这些发现主要通过水下麦克风
阵列、声谱分析和行为观察相结合
的方法得以验证。尽管与人类命名
系统存在本质差异，但海豚的哨音
标识确实承担着类似姓名的社会功
能，展现了动物王国中令人惊叹的
沟通智慧。

本版稿件由 AI 创 作 工 具
DeepSeek、文心一言生成

问题设置

传言晒被子时加层黑塑
料袋提升紫外线穿透率
70%，有效杀螨，是真的吗？

生活
常识

要 让 苦 瓜 通 过 “ 听 音
乐”变甜，我们可以结合心理
学、感官科学和音乐的跨感官
效应来设计一个有趣的解决方
案。以下是分步解析和建议：

理论基础：音乐如何影响味觉？

音味联觉：某些声音频率
或旋律会触发大脑对特定味道
的联想。例如，高音调常与甜
味关联，低音调则可能强化苦
味（牛津大学实验证实）。

情绪调节：欢快的音乐会
刺激多巴胺分泌，提升愉悦
感，从而主观弱化苦味 （《自
然》期刊研究）。

文化心理暗示：特定音乐可
能通过歌词或文化符号间接暗
示甜味（如歌曲名《Sugar》）。

音乐选择策略

高频轻快旋律：欺骗大脑
的甜味感知。

推荐曲目：莫扎特《小星
星变奏曲》（高频钢琴声激活
甜味区），久石让《夏天》（轻
快旋律营造清新甜感），电子
音 乐 如 Alan Walker 《Fad-
ed》（高频合成器音效）。

原 理 ：神 经 科 学 发
现，2000Hz以上的高频声波可
刺激大脑岛叶皮层 （甜味处理
区）。

自然白噪音：掩盖苦味的
心理暗示。

推荐声音：溪流声 （流水
象 征 纯 净 ， 弱 化 苦 味 联
想），鸟鸣声 （自然愉悦感转

移注意力）。
原理：环境心理学中，自

然声景能降低压力激素皮质
醇，提升食物接受度。

反向操作：用“苦味音
乐”对比突显甜味。

实验性推荐：低音大提琴
独奏 （低频强化苦味后，关闭
音 乐 瞬 间 对 比 出 “ 回
甘”），电影 《蝙蝠侠》 暗黑
系配乐 （通过反差让后续味觉
更敏感）。

原理：感官对比效应 （类
似先喝咖啡再吃水果会更甜）。

终极脑洞：定制“甜味编码”音乐

技 术 实 现 ： 将 甜 味 分
子 （如蔗糖） 的化学振动频率
转化为声波 （约 1—10THz 压
缩到20—20kHz人耳范围）。

示例：日本科学家已成功
将分子振动谱转换为音乐（《Sci-
entific Reports》，2021）。

播放效果：苦瓜在“糖频
率共振”中产生味觉幻觉。

实践建议：
家庭版“苦瓜调音术”

设备：将苦瓜置于蓝牙音
箱旁，避免金属容器（吸波）。
播 放 列 表 ： 前 5 分 钟 ： 肖
邦 《雨滴前奏曲》（清冷感铺
垫）， 主 阶 段 ： 卡 农 D 大
调 （循环高频促进甜感），收
尾：周杰伦 《甜甜的》（歌词
强化心理暗示）。

食用时机：音乐停止后 30
秒内品尝（感官残留效应峰值）。

问题设置

如果食物可以通过“听音乐”改变味道，你会给苦瓜放什
么歌让它变甜？

脑洞
大开

问题设置

人体含微量黄金，是不是真的？

趣味
知识

人体确实含有微量黄金，但
含量极低，主要存在于血液、骨
骼和器官中。根据科学研究，成
年人的黄金含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0.2 至 0.3 毫克，这意味着一个
70 公斤的人体内大约含有 14 至
21毫克的黄金。

黄金的来源

人体内的黄金主要来源于食
物（如海鲜 、谷物 、蔬菜）和 环
境（如空气、水、土壤中的微量金
属元素）。我们通过日常饮食和呼
吸，会摄入含有微量黄金的物质。

黄金在人体中的作用

尽管黄金在人体中的含量非

常微小，但它确实参与了人体的
构成。不过，目前科学研究表
明，黄金对人体的生理功能并没
有明显的影响。它在人体中更多
是 作 为 微 量 元 素 的 一 部 分 存
在，而不是以贵金属的形式发挥
作用。

在医学领域，黄金被用于某
些治疗方法，如关节炎和癌症的
治疗，但这些应用通常是在非常
小剂量和特定情况下进行的。此
外，中医理论认为黄金有益气通
络、调和气血的功效，但这些说
法更多是基于传统文化和医学实
践，缺乏现代科学研究的直接
证据。

打开脑洞与AI对话，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有趣的灵魂终会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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