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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盘点点 33月月谣谣言言
这这些些社社会会热热点点““新新闻闻””你你信信了了吗吗

谣 言 四

失控奔驰远程控制停车
媒体近日报道，河南焦作的薛先生

驾驶奔驰 C200L 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行
驶的过程中，车辆定速巡航模式突然失
灵，无法减速和停车，“断电、刹车、变空
档等都于事无补”， 轿车以 120 公里的
时速在高速奔驰近一小时后，才在沿途
高速交警的协助和奔驰售后后台远程

操作下，结束了这场生死时速。
真相 ：对此 ，北京梅赛德斯—奔驰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回应，目前并不具备
在后台对车辆进行干预的技术。 奔驰车
辆具备多重安全保障系统，确保驾驶者
在极端情况下依然可以进行刹车操作。
目前已成立专家技术小组进行调查，希
望尽快对相关车辆进行专业检测。

广汽研究院首席技术官兼智能联

网技术研发中心主任黄少堂也表示 ，
现阶段， 汽车公司都还没采用后台干
预汽车动力和制动系统这一技术 ，这
不是因为该项技术难实现 ， 而是大家

不敢用。 “后台能控制刹车就一定能控
制启动 ， 这对车辆干扰太多 ， 风险太
大。 ”黄少堂说。

此外，对于车辆定速巡航模式失灵
后，无法刹车的问题，包括职业赛车手韩
寒在内的一些专业人士也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定速巡航功能和刹车功能完
全是两个概念，纵然定速巡航失效，跟刹
车也完全没有关系。 现在很多车型上所
谓的电子刹车只负责助力泵，即使电子
信号失效，踩刹车依然会有制动力，只是
可能没有助力了。 刹车是物理优先的系
统，所有车都这样。 如果刹车完全失灵，
那只能说明刹车系统在物理上也坏了，
最常见比如刹车油管破裂，这种通常不
可逆，不大可能最终车又好了，并可以继
续使用。

不过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只有等待

检测报告的结果出来才能知道了。
（据《科技日报》）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虽然我们已经采取多项措施防止谣言的传
播，但是造谣者散布谣言的脚步却从未停止。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同样有各
种谣言在网络疯传， 既有与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食品健康类谣言，也
有伴随热点事件而产生的科学常识类谣言。

谣 言 一

男孩狂犬病发作学狗叫
近日 ，一段 “男孩学狗叫 ”的视

频在网上热传。 视频中，男孩虽然被
3 名成年人控制住，但嘴里仍不断发
出类似狗叫的声音。 视频发布者称，
该男孩被自家养的狗咬伤， 而狗没
有打过狂犬病疫苗， 所以男孩得了
狂犬病。

真相： 这段视频最先在广州传
播，说孩子是广州英德人，广州警方
调查后辟谣：近期当地并未接到狂犬
病事发报告。 与此同时，当地防疫部
门专家也表示，狂犬病病人发作初期
会出现恐水、怕光、头痛倦怠、咽肌痉
挛等症状，最终因呼吸或循环衰竭而

死亡，但不会出现学狗叫的表现。
云南省疾控中心近日也在其官

方微信公众号“云南疾控”上发布消
息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图雷
特综合征的病例。 “图雷特综合征”
这个名词，一般人都比较陌生，其实
它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儿童抽动症。

这种病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一
般在幼年出现， 常以简单的抽动开
始， 逐渐发展为突发的复杂运动，包
括声带抽动和突然出现的痉挛性呼

吸。 声带抽动的最初表现为喉鸣或
喊叫，以后可发展为强迫而不自主的
咒骂。

谣 言 二

3 月将会流感大暴发
最近网上流传， 国家呼吸系统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

院士在解读今年流感特点时指出 ，
当前流行的乙型流感病毒有了一些

变异， 而目前国内使用的三价流感
疫苗未能覆盖这一病毒亚型。 3 月流
感可能会卷土重来， 引起新一轮的
大暴发。

真相：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已经正式辟谣说：“我根本没有
提过 3月份会有一次流感大流行。 ”
他表示，当时他在广州举办的“冬季
呼吸道疾病预防”市民公益健康讲坛
上讲在南方，每年 1 月—3 月为流感
高发季节，“记者误将我的讲话理解
为今年 3月会有一个大流行”。 也就
是在那次会后，一家媒体以《钟南山

提醒：3 月或有新一波流感来袭》为
标题发表了报道，后来被广泛传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球公

共卫生中心主任、传染病预防控制国
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董小平表示，今
年流感仍是正常趋势，没有跳出人们
对它的认知范围。 流感病毒容易变
异，但变异是两种类型，一种是的确
存在一些氨基酸改变，导致蛋白结构
发生变化，抗原性发生变化；另一种
是由于优势毒株被打压，不优势毒株
发展成新优势毒株。 今年流感趋势
就是优势毒株发生小变化。 从中国
国家流感中心每周发布的全国南北

流感检测数据来看，也没有“3 月流
感将再暴发”的迹象。自 1 月中旬起，
南北流感流行水平持续回落。

谣 言 三

大个畸形草莓用了膨大剂
眼下正是吃草莓的好时节，但近日

有网络传言称，市场上销售的个头偏大
或者长相畸形、不规则 、果面凹凸不平
的草莓可能过量注射了 “膨大剂 ”之类
的激素，吃了对人体有害。

真相：“这些都是无稽之谈，膨大剂
的本质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草莓中
有调控自身生长的内源激素，大多数情
况下，草莓生产是可以依靠草莓自身合
成的内源激素来调控生长发育的，如果
植物自身激素量不足，可以适量人为增
加， 把它的正常生长状态调整过来，比
如使用赤霉素解除休眠，使用矮壮素控
制徒长，这就是所谓的打激素。 ”中国园
艺学会草莓分会副理事长、青岛农业大
学教授姜卓俊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但草莓结果期间很少使用生长调
节剂， 如果使用容易造成果肉松软，硬
度变差， 草莓的卖相和口感也会很差，
拿到市场上也卖不出好价格，果农一般
不会这么干。 长相奇怪的草莓大多是因
为授粉不均， 大棚里温度和湿度不良，
蜜蜂量不够，所以授粉会不均 ，长出奇
怪的草莓是很正常的事。 ”姜卓俊说。

同时， 他也指出植物激素与动物激
素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激素作用于细
胞时， 细胞中必须存在一种特定的受体。
人体中没有植物激素的受体，植物激素对
人体根本不起作用。因此，人们所担心的，
摄入植物激素会“性早熟”“发胖”“内分泌
失调”， 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同
样，动物激素也不能作用于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