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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宋芋璇） 民以食

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

的一部分，关于食品安全常识如果你还有困惑，那么

这场以食品安全为主题的趣味环湖活动你绝对不能

错过。

本周六上午，由株洲市食品安全委员会主办，株

洲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天元区人民政府、株洲日报社承办的株洲市 2023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环湖智绘食安活

动将在神农湖举行。

据悉，今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是“尚

俭 崇信 尽责，同心共护食品安全”。我市的主场活

动分为两个部分，先在神农湖水秀舞台举行株洲市

2023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后

将开展趣味环湖活动，沿途设有多个食品安全宣传

展台、趣味游戏打卡点，市民完成食安小游戏、食安

知识趣味问答、食安主题画卷涂鸦等环节，集齐“食”

“安”“株”“洲”刮刮卡，化身知“食”份子，可以领取一

系列精美礼品。

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全市还将开展一系列

形 式 多 样 、内 容 丰 富 的 宣 传 活 动 ，向 社 会 大 众 广

泛 普 及 食 品 安 全 知 识 ，弘 扬 传 播 食 品 安 全 正 能

量 ，积 极 营 造 食 品 安 全 人 人 参 与 、社 会 共 治 的 良

好氛围。

我市“食品安全宣传周”即将启动
千余件好礼相送，本周六上午，神农湖畔见！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温琳 实习生/谢嘉颐 彭欣悦

日前，2023年株洲市“三好杯”中小学生运动会田

径比赛在建宁中学落下帷幕，在市学训中心的指导

下，径赛项目频频刷新市纪录，次数达到46次之多，创

历年中小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刷新纪录次数之最。

现象：我市田径苗子“大爆发”

盘点此次本届“三好杯”中小学生运动会田径比

赛被刷新的 46次市纪录，均在径赛项目产生。

从性别来看，男性运动员表现更佳。男子项目

32 次刷新市纪录，女子项目 14 次刷新市纪录。来自

醴陵四中的邓志翔，成为此次比赛刷新市纪录次数

最多的运动员之一，他先后刷新男子高中组 100 米、

200米、4×100米接力三个项目的纪录。

从年龄来看，高中组运动员最给力。小学组 12

次刷新纪录，初中组 13 次刷新纪录，高中组 21 次刷

新纪录。其中，男子高中组刷新市纪录的次数最多，

达到 15 次，包括 100 米、200 米、110 米栏、400 米等项

目多次刷新市纪录。男子小学组运动员的表现也不

遑多让，11 次刷新市纪录，在 50 米、400 米和 800 米等

项目有突出表现。

从项目来看，此次“三好杯”赛事，共有 12个径赛

项目的市纪录被刷新，其中 100 米、200 米两个项目

最火，均有 7 次刷新市纪录，4×100 米接力项目也很

给力，6 次刷新市纪录。其中，在 100 米项目比赛上，

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均有运动员打破市纪录。

在男子高中组 200 米比赛上，4 场预赛有运动员刷新

市纪录。刷新纪录做多的一场比赛是男子高中组

4×100 米接力项目决赛，前三名的醴陵四中、醴陵三

中和市八中，均刷新了市纪录。

记者了解到，此次 46 次刷新的市纪录，有 26 次

是在决赛上创造的，20次是在预赛上创造的。

市学训中心主任王志刚说，此次“三好杯”中小

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众多纪录的创造，得益于近年

来体教融合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市田径教练深入各

个中小学校，发掘出众多田径苗子，以及良好的训练

和运动员的优异发挥，成就了此次新纪录的井喷。

邓志翔：一场赛事，三次刷新市纪录

说到本届“三好杯”中小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最

闪耀的运动员，非醴陵四中的邓志翔莫属，他不仅为

醴陵四中拿下三枚金牌，还成为此次比赛刷新市纪

录次数最多的运动员之一，先后在男子高中组 100

米、200米、4×100米接力三个项目上刷新市纪录。

邓志翔从初中起就开始崭露头角，斩获醴陵市

运动会 100 米冠军，进入高中后成绩更进一步，在

100 米项目上跑进 11 秒。“尽管他身材不是很高，但

速率快、爆发力强、身材匀称，让他在短跑项目上拥

有很大优势。”醴陵四中田径教练邓元军说。

其实，邓志翔的田径生涯饱受挫折。邓元军说，

去年因为伤病，邓志翔错失岳阳省运会，今年伤病得

到控制后，接连在全省乃至全国田径赛事上跑进 11

秒。这次参加本届“三好杯”，尽管带伤上阵，他却强

势发挥，不仅拿金牌、破纪录，还将高中组 100米的市

纪录，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郑麒胤：爱跳高的株洲“博尔特”

来自市五中的郑麒胤，1.90 米的身高，健硕的身

体，被同学戏称株洲“博尔特”。在此次“三好杯”全

市中小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 110米栏项目上，不仅成

功夺冠，在预赛上更是以 15 秒 12，大幅度刷新该项

目市纪录。

郑麒胤说，他从小爱跑爱跳，在他小学三年级，

便在学校运动会上崭露头角，拿下 50 米、100 米两个

项目的冠军，从此便与田径结缘，此后便多次在全校

乃至全区的运动会上夺魁。小学五年级时，他的天

赋被市学训中心田径教练相中。

市学训中心田径教练刘张说，郑麒胤身体素质十

分出众，个子高挑、身体匀称、有力量感而且爆发力强。

“郑麒胤很适合跨栏项目，110 米栏夺冠、破纪录

便是证据。”刘张说，相比跨栏项目，郑麒胤更喜欢跳

高，哪怕在跳高比赛上没有进入前三，“他是一个有

傲气的孩子，非常不服输”，总想要将跳高进行到底。

尽管刚在市级比赛上夺冠并打破赛会纪录，郑麒

胤却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训练，甚至比之前更加刻苦，

目前他在为明年的省级比赛乃至国家级比赛做准备。

龙平平：场下文静内敛，场上叱咤风云

来自市五中的龙平平，今年 14岁，看着文静的样

子，但是身体里却有一股巨大的能量。在此次“三好

杯”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她在女子初中组

100米和 200米两个项目的比赛中，分别以 12秒 67和

26秒 65刷新市纪录。

“这个孩子平常不显山不露水，放在人群里没人

会知道她是练体育的。”市学训中心田径教练刘张

说，场下她是一个文静害羞的女孩，走上跑道之后，

却完全像变了一个人，总是霸气侧漏。

说起来，以前的龙平平体育成绩平平，校运会最

好成绩也只是短跑第六名，五年级开始接受专业体

育训练，经过几年训练，可成绩一直没有起色，她也

十分焦虑。

“此次比赛是她人生的一次突破口。”刘张认为，

经过今年暑期的刻苦训练，龙平平成绩提高了很多，

不仅前期起跑有所改善，后期加速能力也得到加强，

而她天生具备的跑步感也凸显了出来，让她在此次

比赛上两次刷新市纪录。

这场田径大赛不得了 46次刷新市纪录

2023年株洲市“三好杯”中小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赛场。株洲建宁实验中学供图

天元区“围剿”一枝黄花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

熊兰 申亮亮） 时值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生长旺盛

期，我市多个区域发现该植物。连日来，天元区河长

办联动区河委会成员单位、镇村干群和环保志愿者，

合力“围剿”加拿大一枝黄花。

位 于 湘 江 天 元 区 段 岸 堤 外 坝 的 一 处 规 模 达

数 公 顷 的 土 地 上 ，一 簇 簇 繁 密 的 花 序 在 黄 花 枝

杈 的 顶 端 丛 生 ，看 起 来 很 像 油 菜 花 。 然 而 ，美 丽

外 表 下 暗 藏 杀 机 。 因 为 ，这 种 植 物 属 于 有 害 入

侵物种，根状茎发达，传播速度快，繁殖力极强，

对 生 态 平 衡 和 农 作 物 生 长 威 胁 极 大 ，被 称 为“ 生

态杀手”。

现场，大家戴起手套将一株株黄花连根拔起，为

了避免种子散落导致来年复发，放置时格外小心。

两辆运输车穿梭其中，将一捆捆黄花运输到指定的

地方焚烧。

天元区河长办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发现零星的

加拿大一枝黄花，可以将其铲除，晒干后再焚烧；如

果发现成片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可及时通知社区、村

委及相关单位，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加拿大一枝黄花清理现场。记者/俞强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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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名入境旅客在通过海关固定式

核辐射监测门时引发报警，经现场关员复

查，该旅客携带的一袋“保健石”核辐射超

标，辐射量达 105 微西弗每小时，超出现场

本底值 1050 倍，一天辐射量相当于做近百次

胸片。而且，仪器分析结果显示为放射性物

质钍-232，该物质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

癌症研究机构 1类致癌物清单。

近年来，国内海关已多次在检查中发现

带有强辐射的石头、吊坠、保健镭石、保健

腰带和手串等物品。对来源不明、信息不全

的，所谓的“能量物质”，消费者还需要擦亮

眼睛，谨慎购买。

物理学专家黄晓菁教授表示，自然界里

存在一些物质会自发产生辐射，比如海关部

门提到的放射性物质钍-232，这类辐射的能

量比较高，人在一般情况下要尽可能避免接

触。“此类辐射实际上是一种电磁波，只不过

它的波长很短，能量很高，可能对我们生物

体造成一定的破坏，可能会使生物体内的

DNA 发生微观结构的改变。”

黄晓菁表示，实际上在医学中，确实有

应用辐射为人类造福的例子，比如我们熟知

的 X 射线照片，其实就是此类辐射的一种应

用。除此之外，人类也可以利用辐射的破坏

性去定向破坏有害的病灶，达到治疗的目

的。但黄教授同时表示，此类运用辐射能量

来对人体发挥有益作用的行为，需要严格的

条件和专业的方法，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风

险。“比如人体上有一个病灶，用辐射去打病

灶，如果没操作好，也可能伤害到有益的细

胞。由于辐射看不见摸不着，医学上运用辐

射都需要科学设备才可以进行。”

近年来海关查出了不少核辐射严重超标

的饰品、石头，它们具有所谓“保健”效果

的说法从物理学角度看并没有相应的科学依

据。“保健石”不但难以真正起到保健的效

果，反而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另外，以下

这些首饰也尽量别戴，可能会伤身。

鸡母珠。鸡母珠中含有鸡母珠毒蛋白，

人在吸入鸡母珠粉尘后会引发中毒。虽然说

完整的鸡母珠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但毕竟

是佩戴在手上，一旦破损或者误食的后果难

以想象。

染色玛瑙。市面上各种花花绿绿、色泽

夺目的玛瑙首饰，存在着用廉价的灰白色玛

瑙原料加工染色而成的情况。这种染色而成

的玛瑙中铅、铬、汞等重金属含量严重超

标，如果佩戴在身上，被人体长期吸收，可

能会对肝肾、中枢神经系统等造成损伤，甚

至诱发癌症。

仿真金银首饰。市面上仿真金银首饰很

多，一般是由合金制成的，并且为了色泽更好

看，部分商家还会加入铅、镉等危害人体健康

的元素。如果条件允许，尽量不要购买仿真金

银首饰，如要购买，需认准合格证和正规厂家

的产品。

核桃手串。不少人喜欢拿着核桃手串把

玩，需要注意的是，核桃保存不当很容易发

霉，发霉后会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作

为剧毒物，毒性高于氰化物、有机农药和砷

化物。如果拿着发霉手串长期把玩或者佩

戴，可能会导致慢性中毒。

（据《重庆科技报》）

“保健石”不保健
长期佩戴有害健康

谣言：水果酵素有助
于肠道健康
真相：效果微乎其微

“酵素”也就是“酶”，活性酶有促进新陈代谢

的作用。水果酵素是水果、糖密封发酵后的产物，

水果上携带的细菌以糖为营养生长繁殖，最后代谢

转化为酒、乳酸、醋酸等物质，以及各种各样的酶。

水果酵素中酶的种类由水果所携带的细菌种类

所决定，不确定性很强，因此我们很难准确知道水

果酵素中究竟含有哪些酶。

此外，水果酵素中的酶进入体内后，在胃液的

酸性环境下会被胃肠消化酶消化分解，几乎所剩无

几，因此对于人体的肠道菌群起不到什么作用。

（据科学辟谣平台）

每天8000步
降低早亡风险

一项近期发表在心脏病学权威期刊上的研究显

示，每天步行约 8000 步是大多数人能够获得最大益

处的最佳步数，能显著降低过早死亡风险。研究还

发现，快走比慢走更好，步行速度越快，死亡风险

越低。

这项由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领导、荷兰和美国研

究人员参与的国际研究，从科学角度确定了人们每天

需要走多少步才能显著降低过早死亡的风险。相关论

文已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周刊上。

研究人员系统性地考察分析了来自 12 项国际研

究的数据，涉及超过 11 万名参与者。研究结果显

示，每天走约 8000 步能极大地降低早死风险。如果

将重点放在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上，7000 步左

右最合适。除步行距离外，提高步行速度还能带来

额外收益，即快走比慢走更好。

这项新研究建议，对大多数人来说，每天步行

7000 至 9000 步是一个合理的健康目标。那是否应该

在走到 9000 步左右时就停止步行呢？研究也首次证

明，与每天步行 7000 至 9000 步相比，步数更多益处

也会更多，且即使每天步行多达 16000 步也不会带

来风险；但单就降低死亡风险而言，更多步数的收

益差别就不大了。

（据新华网）

英国科学家在南极洲东部冰盖下发现了古

代河流侵蚀地貌。大陆尺度的冰消退已有至少

1400 万年没有触及新近发现的这一地貌，但在

近日发表于 《自然-通讯》 的研究中，科学家

认为，随着气候变暖，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

改变。

地球气候正在快速改变，即将达到 3400 万

到 1400 万年前的典型温度——比现在高 3℃到

7℃。理解过去南极冰盖如何改变有助于提供

信息，了解它在气候持续变化的未来可能如何

演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冰盖蕴含着相当

于约 60米的潜在海平面上升的水量。探冰雷达

可用于观测冰下地貌，判断冰盖在卫星时代之

前的改变情况。

英国杜伦大学的 Stewart Jamieson 和同事用

卫星和雷达分析了南极洲奥罗拉-施密特盆地

东部冰盖下的地貌，该盆地位于丹曼和托滕冰

川的内陆。他们发现这里的地貌由 3 个被深槽

分隔的河蚀高地块组成，距离冰盖边缘仅 350

公里。

这些地块的形成早于冰川，当时的河流

曾流经这一地区，流向冈瓦纳超大陆解体过

程中开辟出来的海岸线。冈瓦纳超大陆的解

体还导致高地间形成谷地，然后高地才开始

被冰川覆盖。Jamieson 认为，这一地区覆盖的

冰在数百万年间基本保持稳定，尽管有过间

歇温暖期。

（据《中国科学报》）

南极冰盖下发现古河流地貌

科 学 家 最 新 一 项 研 究 称 ， 数 值 模 拟 显

示，已陪伴地球“共舞”近一个世纪的地球

准卫星——近地小行星“振荡天星”可能来

自月球。

这颗小行星 2016 年被位于夏威夷的一台

小行星观测望远镜发现。大约一半时间，它

比地球更靠近太阳，另一半时间则距离太阳

较远。它的轨道有一点倾斜，每年在地球轨

道平面上下摆动一次。科学家用夏威夷语给

它起名为“振荡天星”（Kamo'oalewa）。

此前有研究分析这颗小行星的反射光谱

与月球硅酸盐的相似性及其类地轨道，猜测

它可能来自月球。此次，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人员对从

月球表面不同位置以一定喷射速度发射的粒

子动态演化进行了数值模拟，以分析这颗小

行星可能来自陨石撞击月球表面形成碎片的

假设。

结果显示，当这些喷射物逃离地月环境

时，一小部分发射条件会产生与“振荡天

星”相同的轨道结果。其中，最适合的条件

是喷射速度略高于从月球后随半球逃脱的逃

逸速度。这一研究为“振荡天星”来自月球

添加了新证据。

“振荡天星”是少数已知的地球准卫星之

一。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曾这样形

容：近一个世纪以来，这颗小行星一直与地

球“共舞”。未来几个世纪，它将作为地球

“伙伴”延续这种运动模式。

（据新华网）

近地小行星“振荡天星”可能来自月球

“尘埃云”致恐龙灭绝？
10 月 30 日发表在 《自然-地球科学》 的一项研

究显示，小行星撞击地球产生的“尘埃云”可能是

导致恐龙灭绝的罪魁祸首。

比利时皇家天文台的 Cem Berk Senel 等人重新

研究了今天位于墨西哥的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撞击

后果——那次撞击使得非鸟类恐龙和地球上的大部

分物种灭绝。

他们分析了恐龙灭绝事件发生时，在现今美国北

达科他州形成的保存完好的岩石样本。这些岩石含有

地质科学家用来标记从白垩纪到古近纪的地球历史变

化的痕迹。研究人员检测了样本中的硫、烟尘和硅酸

盐含量，发现样本中含有比预期更多的硅酸盐尘埃小

颗粒，其直径从0.8微米到8微米不等。

研究小组认为，小行星撞击产生的这些微小颗粒

形成了“尘埃云”，从而遮挡了太阳，可能导致植物

在之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无法进行光合作用。随着植

被枯亡，许多植食性物种，也包括一些恐龙相继饿

死，最终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大灭绝事件。

模型显示，这些尘埃可能在大气中停留长达 15

年。在此期间，全球气温下降达 15℃。

Senel 表示：“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全球降温

或光合作用丧失的原因，以推进我们对希克苏鲁伯

撞击后的确切灭绝机制的理解。这是古气候模拟首

次指出光合作用被抑制了两年，以及由尘埃引发的

寒冬长达 15到 20年。”

（据《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