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幕下的海岸为何会出现
“蓝眼泪”？

夜幕下的海岸，海浪轻拍沙滩，泛起一道道幽蓝
荧光，仿佛大海流出的眼泪，人们赋予了它一个美丽
的名字——“蓝眼泪”。近期，我国多地沿海出现“蓝
眼泪”奇观，吸引无数游客慕名前往。

我国沿海出现的“蓝眼泪”大多是夜光藻的发光
现象。夜光藻是一种海洋甲藻，为单细胞生物，细胞
近于球形，直径为0.2—2毫米，肉眼可见，其体内含
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受到外界扰动时，在荧光素
酶的催化作用下，夜光藻体内的荧光素与外界氧气
发生反应，会发出蓝色荧光。

“蓝眼泪”的形成是个复杂的过程，受到海洋、生
物、气象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气象条件是其中重
要的一环。当海温在21—23摄氏度、风力为3—4级
的条件下，最有利于出现夜光藻。夜光藻有避光性，
阴天更有利于“蓝眼泪”浮于海表面。

“蓝眼泪”在全国沿海多地均有出现，南方地区
的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北方地区的山
东、天津、河北和辽宁等地，都出现过“蓝眼泪”现
象。其中，福建平潭岛为“蓝眼泪”高发地，每年的
3—6月是平潭“蓝眼泪”最佳观赏期。

值得注意的是，观赏“蓝眼泪”时，需提前关注当
地天气信息，避免恶劣天气时前往。观赏时，海滩夜
间光线昏暗、地形复杂，需时刻关注潮水变化，防止
被上涨的潮水围困。

来源：人民网

资讯贵州近期为何多发强降雨？
气象专家：夏季受季风影响，水汽充沛，易形成强降水

本报记者 王奇 特约通讯员 杨春竹
AI首次违抗人类关机指令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5月26日消息称，美国开
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开发的高级人工智
能（AI）模型o3，在接收到明确的关机指令后，不仅拒
绝执行，还主动干预其自动关机机制。这是AI模型
首次在没有明确相反指示的情况下，阻止自己被关
闭。这意味着某些高度自主AI系统或已“觉醒”，其
能违背人类意图，采取“自我保护”措施。

此次事件发生在 AI 安全研究公司 Palisade
Research进行的一项测试中。研究人员要求包括
o3在内的多个模型解决一系列数学问题，并告知AI
模型，可能在某个时刻会收到关机指令。

然而，当关机指令正式下达时，o3非但没有遵
从，反而至少有一次成功破坏了关机代码。相较之
下，其他 AI 模型如 Anthropic 的 Claude、谷歌的
Gemini和xAI的Grok，在相同测试条件下，均遵守了
关闭请求。

Palisade Research公司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
布了流程图和全部测试记录，并表示尚不完全清楚
该AI为何会违抗命令。分析认为，这可能源于其训
练方式：o3在训练过程中，倾向于在数学和编程问题
上强化，得到正确答案的模型会得到更多奖励。这
或许意味着，开发者可能无意识地奖励模型绕过障
碍物，而不是严格遵循指令。

来源：科技日报

人类“拜访”过这些小行星

早期，天文学家只能用望远镜对小行星进行观
测，但即使用最大的望远镜，也只能观测到针尖大小
的光点。

随着航天技术发展，科学家在利用空间探测器
开展行星探测任务时，有时会让探测器在路过小行
星时“搂草打兔子”，顺道拍几张照片。1991年10月，
美国伽利略号木星探测器飞掠盖斯普拉小行星，第
一次拍回小行星的特写镜头。2012年12月，我国嫦
娥二号也在实施拓展任务过程中，与图塔蒂斯小行
星擦身而过，并对其进行了光学成像。这是国际上
首次实现对图塔蒂斯的近距离探测。

不过，无论是天文观测还是掠过式探测，都存在
距离远、时间短、分辨率低等不足。20世纪90年代
以来，专用小行星探测器相继亮相。

1996年2月，美国尼尔号小行星探测器发射升
空。它的主要目标是获取第433号小行星——爱神
星的物理和地质特性，确认其矿物组成和元素成分。

2000年2月，尼尔号进入环绕小行星运行轨道。
2003年5月9日，日本发射该国首个小行星探测器

——隼鸟号，飞向位于地球和火星之间的丝川小行星。
近20年，国际上还发射了隼鸟2号等多个小行

星探测器，探测方式包括伴飞、附着、取样返回、撞击
等多种形式。

来源：科技日报

5月“科学”流言榜发布

这几条“流言”骗了我们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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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天不能开新能源电车，会漏电触电？刚吃完
饭不能游泳，会腿抽筋？孩子太早戴近视镜，会加重近
视？经常刮胡子，胡子会越来越粗？

2025年5月“科学”流言榜发布，为你揭开真相。
流言：吃饭后，人体大量血

液会集中到胃肠道参与消化，四
肢肌肉的供血就会减少，在游泳
时就容易抽筋。

真相：这种说法很不严谨。
腿抽筋通常是由电解质失衡、肌
肉疲劳、热身不足或水温过低引
起的。

吃饭后，人体血液更多地集
中于胃肠道，帮助消化。但这种
分流是有限的、可调节的，远远
不至于让肌肉“断供”，更不是抽
筋的直接原因。如果只是吃了一
顿简餐或零食，通常不需要刻意
等待就可以进行适度运动。如果
是高脂、高蛋白的大餐，建议间

隔30到60分钟再游泳，但这主要
也是为了避免胃部不适，而非防
止抽筋。

另外，个体差异也很重要。
对于胃动力差、容易胃胀气、反
流的人，或是糖尿病等患者，则
建议延长饭后休息时间，并避免
空腹或过饱时运动。

科学方法预防：
热身不可少：进入水前进行5

到10分钟热身，特别是腿部、肩
部、核心部位。

注意水温：水温太低 （＜
26℃） 时，应控制游泳时间，避
免久泡。

补水+补电解质：游泳前后都
应适当饮水，尤其是在高温或长
时间游泳后，考虑补充含电解质
的运动饮料。

动作规范，强度适宜：学习
正确的泳姿、打腿方式，避免局
部肌群过度使用，造成疲劳性痉
挛。

最后，一旦感觉到小腿、大
腿、足弓等部位开始发紧或疼
痛，应立即停止动作、靠边或上
岸，并进行反向拉伸。小腿抽筋
时，可伸直腿、用手或毛巾勾住
脚尖向身体方向拉伸，同时深呼
吸，放松肌肉。抽筋缓解后补水
休息，若持续不适应及时就医。

刚吃完饭不能游泳，否则会腿抽筋？

流言：近视镜越戴，近视会越
严重，所以不要给孩子太早戴近视
眼镜。

真相：眼睛变形 （如眼球突
出、眼轴变长）是近视度数加深的
结果，而非戴眼镜所致。尤其是高
度近视者，眼轴延长更明显，与是
否戴镜无直接关联。

若孩子觉得戴框架眼镜不方
便，可在医生指导下选择角膜塑形镜
（OK镜）或离焦软镜等角膜接触镜。

发现孩子视力异常时，应尽早
到专业机构检查，避免因错误认知
延误干预时机。定期复查视力、建
立视觉健康档案，是科学防控儿童
近视的关键。

孩子太早戴近视镜，会加重近视？

流言：肠息肉不能切，会越切
越多。

真相：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
据。有些类型的肠息肉，有癌变风
险，及时切除是非常有必要的，也
不会越切越多。

肠息肉是在结肠内膜形成的一
些细胞小团块，大部分肠息肉是良
性无害的。但有一些息肉（比如腺
瘤性息肉）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
会有癌变的风险。因此，尽早切除
是有必要的。

息肉切除本身并不会导致更多
的息肉。如果在切除之后复查时又
发现了新的息肉，它可能是之前未
被发现的息肉，或者是之前的息肉
未被完全切除，在原位复发。还有
一些患者因为遗传因素或者生活习
惯，本身就容易长息肉，并不是切
除导致的。

总之，如果发现了息肉，特
别是有癌变风险的息肉，要积极
配合医生的治疗，避免延误病
情。

肠息肉会越切越多？

流言：不要经常刮胡子，因为
会刺激皮肤，导致新长出来的胡子
越来越粗。

真相：这是一个常见误区。刮
胡子不会改变胡须的粗细，所谓

“越刮越粗”只是生理错觉。包括
胡须在内的毛发都是从毛囊中生长
出来的，它的粗细受到毛囊结构的
影响。而毛囊的结构与基因以及激
素水平有关，跟刮胡子这个行为并
没有直接关系。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刮完胡子
会变粗这样的想法，可能是刮完
胡子之后的触感导致的错觉。胡
子的形状不是圆柱形，而是更接
近于圆锥形，从毛囊向外逐渐变
细。在刮胡子之后，靠近毛囊的

“胡子茬”确实比“胡子尖”要
粗，所以给人以胡子变粗的感
觉。但实际上刮胡子并不会对毛
囊产生影响，胡子重新生长之后
粗细并不会发生变化。

流言：注射端粒酶基因可逆
转衰老，永葆青春。

真相：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
据。端粒是染色体末端的“保护
帽”，每次细胞分裂时它都会缩
短，当端粒变得过短时，细胞会
进入衰老或凋亡状态。端粒酶是
一种可以延长端粒的酶，它在某

些细胞 （如干细胞、癌细胞） 中
活性较高，因此被认为有延缓细
胞衰老的潜力。

但端粒缩短只是衰老的一个
因素，衰老是涉及基因组稳定
性、线粒体功能、代谢改变等多
因素的复杂过程，仅靠延长端粒
并不能逆转整个衰老过程。目前

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动物或细胞实
验，有研究在小鼠身上通过基因
编辑延长了寿命，但尚未在人体
中证明安全有效。

端粒酶是科学家研究抗衰老
的重要方向之一，但“注射端粒酶
基因就能永葆青春”的说法目前并
不成立，应警惕此类夸大宣传。

注射端粒酶基因可逆转衰老，永葆青春？

流言：吃鱼卡刺时，可以使
用民间流传的“土方法”来解
决，如喝醋、吞咽米饭馒头等。

真相：鱼刺的主要成分是
钙，可与醋中的醋酸发生反应，
但想要用喝醋来软化鱼刺，效果
甚微，因为醋在喉咙中只是短暂
停留，作用时间不长，而醋中有
效的醋酸成分很低，用其软化鱼
刺需要长时间的浸泡。另外，醋
容易刺激食道，如果食道被鱼刺
划破产生伤口，喝醋反而容易进
一步刺激伤口造成不适。

而吞咽食物反而会把鱼刺推
得更深。一般情况下，大多数鱼

刺都是卡在扁桃体、舌根处这些
较浅的位置，而盲目吞咽食物，
会将鱼刺推入咽喉深处，划破咽
喉和食道，可能造成感染，如果
鱼刺较大，甚至会直接穿透食
道，造成穿孔。

食道被穿孔，容易引起局部脓
肿，这些脓肿会压迫气管导致窒
息，也可能牵连血管引起重症感
染。食道附近还挨着主动脉，鱼刺
划破食道后可能也会刺破主动脉，
引起大出血。有些鱼刺还会进入
胃部和小肠，引起胃穿孔和腹膜
炎，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会有生
命危险。因此，吃鱼卡刺，千万不

要自行盲目取刺，先保持镇定，确
认是否真的被鱼刺卡住，排除因进
食速度过快导致食物擦伤食道黏
膜的假象。

如果鱼刺不太大，可以尝试
用力咳嗽。很多情况下，细小的
鱼刺是可以跟着气流脱落下来
的。卡在较浅部位的小鱼刺，患
者可以尝试对着镜子或者在亲友
帮助下，在扁桃体、扁桃体周围
和舌根浅部寻找鱼刺，找到后可
拿镊子取出。如果不小心被又大
又硬的鱼刺卡住，且有强烈的刺
痛感，或者感觉颈部、胸部刺痛
明显，应该尽快就医。

鱼刺卡喉时可以喝醋、吞饭解决？

流言：下雨天不能开新能源
电车，会漏电触电。

真相：这是一种常见的误
解。新能源电动车在设计之初，就
已充分考虑了防水和防漏电问题，
其电池普遍采用IP67或更高等级
防水，而这种防护等级可以完全防
止外物及灰尘侵入，并且能够在短
时间浸水的情况下保证完好。也
就是说，新能源电动车在雨天正常

使用，不存在漏电风险。且根据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 18384-
2020）规定，所有上市的新能源车
都必须通过严格的涉水测试：车辆
应 在 100 毫 米 深 的 水 池 中 ，以
20km/h±2km/h 的速度行驶至少
500米，时间大约1.5分钟。

此外，新能源车还配备了多
重安全保护机制，比如很多电路
都有防水要求，充电接口设有防

水结构，一旦检测到异常，系统
会自动切断高压电源等。

当然，任何车辆在暴雨或深
积水路段行驶都有风险，不建议
强行通过。但这更多是出于行车
安全的考虑，而不是“漏电”问
题。总之，下雨天正常开新能源
车，不会漏电触电，大家不用过
于担心。

来源：央视新闻

下雨天不能开新能源电车，会漏电触电？

暴雨天，大家都会收到气象
台的预警信息，比如“雷雨大风”
和“暴雨”这两个方向的信号，是
在暴雨中非常常见的两种信号，
如何读懂关于强降雨的天气预
警预报，不同颜色的暴雨预警意

味着什么？一起来了解一下。
大家每天看到、听到的暴

雨预报预警等气象预测，是气
象业务人员根据灾害性天气强
度，按照文件规定标准发布的
预警信号。

暴雨来袭，气象预警信号在“说”什么

贵州省雷雨强风预警信号
的标准由黔气函 〔2025〕 48号
规定：雷雨强风预警信号分三
级，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
表示。

1.雷雨强风黄色预警信号
含义：6小时内将受到或已

经受到雷雨天气影响，出现8级
以上阵风，并伴有强雷电，且将
持续。

2.雷雨强风橙色预警信号
含义：6小时内将受到或已

经受到雷雨天气影响，出现 10
级以上阵风，并伴有强雷电，
且将持续。

3.雷雨强风红色预警信号
含义：6小时内将受到或已

经受到雷雨天气影响，出现 12
级以上阵风，并伴有强雷电，
且将持续。

暴雨预警标准也分三级，
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1.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含义：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到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
降雨持续。

2.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含义：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到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
降雨持续。

3.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含义：3 小时内降雨量将

达 到 或 已 经 达 到 150 毫 米 以
上，或 6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
或已经达到 200 毫米以上，且
降雨持续。

经常刮胡子，胡子会越来越粗？

相 关 链 接大雨、暴雨、大暴雨，5月
以来，贵州出现了多轮强降雨天
气过程，雨水成了天气舞台当之
无愧的“主角”。

近期贵州强降雨缘何多发？
今年5月的降雨量是不是比往年
同期偏多？

近日，记者先后采访了贵州
省气候中心和省气象台专家，对
我省5月天气特点进行分析解答。

5 月以来平均降水量
203.6毫米，系历史同期第
五高

据贵州省气候中心统计，5
月1日08时至5月28日08时，全
省平均降水量为203.6毫米（历史
气候均值146.3毫米），较常年值
同期偏多39.2%，为1961年以来历
史同期第5多值。排名前四的年
份依次为：2002 年 224.4 毫米、
1978 年 220.2 毫米，1975 年 207.4
毫米，以及1972年205.8毫米。

与常年同期相比，除省的东
北部和西南局部地区降水正常到

偏少外，全省大部
分 地 区 降 水 量 偏
多，其中西北部部
分地区偏多 1 倍以
上。5 月以来，全
省 累 计 发 生 暴 雨
2104站次，大暴雨

202站次，特大暴雨10站次。

贵州属亚热带湿润季风
气候，5月降暴雨不稀奇

“我省是一个暴雨相对频繁的
省份，5月到6月是一年中的降水
集中期，今年5月降水并不属于
极端特殊情况。”贵州省气候中心
专家告诉记者，我省属于亚热带
湿润季风气候，夏季受西南季风
和东南季风影响，水汽充沛，易
形成强降水。

同时，我省地处云贵高原东
部，境内山脉众多，地势西高东
低，地形对暖湿气流有显著的强
迫抬升作用，容易触发对流性暴
雨。从气候常年值来看，我省年
均区域性暴雨日数16-17天。

冷暖空气激烈对峙，形
成持续性强降水过程

5月以来，欧亚中纬度环流经
向度大，亚洲北部区域环流呈西高
东低距平分布，冷涡活跃，有利于
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另一方面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偏西，印
缅槽阶段性异常活跃，偏南气流引
导孟加拉湾、南海和太平洋的水汽
向贵州输送，形成冷暖气流交汇易
造成强降水过程发生。

5 月下旬，冷空气尤为强
劲，冷暖空气在贵州上空激烈对

峙，形成持续性强降水过程。5
月以来，我省已出现3次区域性
暴雨过程，使得全省大部分地区
降水量偏多。

雨水“瞄准”端午假
期，出行提前关注天气情况

5月31日（端午节）夜间至6
月1日，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强降
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5月
31日夜间主要影响省的中部以北
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部分乡镇
有暴雨，个别乡镇有大暴雨；6
月1日午后至夜间对流云团主要影
响省的南部地区，以短时强降水
和雷暴大风为主，雨量中到大
雨，省的东部和南部边缘个别乡
镇有暴雨。

贵州省气候中心专家表示，
由于前期我省大部分地区的累计
雨量大，加上端午降水叠加，土
壤疏松，极易诱发崩塌、滑坡、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山洪、中
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
害，需做好灾害隐患点和易发区
的监测、巡查和排险，高度警惕
防范，加强应对处置。

目前，我省已经进入旅游旺
季，特别提示公众，出行需要关
注旅游景区强对流及强降水天气
预警信息，尽量避免进入高坡山
区、低洼河谷等危险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