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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是致癌物是否致癌的另一个重要
根据。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欧洲食品安
全局对阿斯巴甜的安全剂量给出了推荐
值。前者的标准是，每千克体重阿斯巴甜的
摄入量在 50毫克以内，后者的标准是，每千
克体重阿斯巴甜的摄入量在 40毫克以内。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分别于 1980
年和 1993年对阿斯巴甜的安全性进行了评
估，同样给出了每日可接受摄入量为每千克
体重 0-40毫克。专家认为，消费者应当选择
不含糖和甜味剂的产品，如果食用阿斯巴
甜，每天每千克体重摄入量小于 40毫克是安
全的。按照这个量估算，普通成年人每天要
喝 9至 14罐含阿斯巴甜的苏打水才会超过
这一安全限制，并可能面临健康风险。

再来看各种饮料中阿斯巴甜的剂量。
现在，国际上通用的一瓶 500毫升无糖可乐
的阿斯巴甜含量最高为 0.3克。一个体重为

60千克的人，每天摄入 3克阿斯巴甜才会达
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限制，每天摄
入 2.4克阿斯巴甜才会达到欧洲食品安全局
的限制，因此，如果按每瓶（500毫升）无糖可
乐中含有 0.3克阿斯巴甜计算，每天要喝 10
瓶或 8瓶无糖可乐才会超标。

而根据中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的规定，阿斯巴甜的上限
为每日每千克体重 60毫克，相当于体重 60
千克的人每天喝超过 12瓶（罐）330毫升仅
使用阿斯巴甜作为甜味来源，且其添加量达
到标准上限的无糖饮料，才会达到每日允许
摄入量的上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极少有
人愿意每天喝 12瓶无糖饮料。

当然，营养学家公认最健康的饮料仍然
是白开水和茶水。如果成年人每天的饮水
量为 1500至 2500毫升（以 200毫升为一杯，
约 7.5杯至 12.5杯），在此基础上喝一两杯含
阿斯巴甜的无糖饮料，也无损健康。

（据《北京日报》）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为丰富儿童福利机构的青少
年暑期生活，搭建“手拉手”互助桥梁，让孩子们感受科普
乐趣，近日，宁夏科技馆联合宁夏儿童福利院、宇夏儿童福
利基金会开展“蒲公英”科教育苗研学活动，30名青少年走
进宁夏科技馆，通过“科技之旅”释放身心、拓展视野，感受
科技魅力。

走进 4D影院，同学们从视觉、听觉、触觉上身临其境
地体验动物伪装过程，分享自己感受。在辅导员带领下，
同学们走进展厅近距离学习科学知识，争先恐后地提出问
题。科学家精神宣讲《星斗璀璨写传奇——孙家栋》讲述
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孙家栋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勇攀高
峰的动人故事。“‘国家需要，我就去做’这句话深深激励了
我！没想到孙家栋爷爷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坚持为我
国航天事业作贡献，今后，我也要做一名对国家有用的科
技人才。”一名同学说。科学实验《谁与争锋》让同学们在
欢声笑语中感受科技魅力，培养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
兴趣。

自宁夏科技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科创筑梦”助力“双
减”暨“蒲公英”科教育苗研学活动以来，始终坚持科普
性、公益性和普惠性，不断开发整合优质科普教育资源，突
出价值引领，做好青少年科学教育“加法”，让科学种子在
青少年心中萌芽。

让科学种子在青少年心中萌芽
30名青少年走进宁夏科技馆开启“科技之旅”

还能吃吗
国际癌症研究

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和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食

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日
前在日内瓦宣布，阿斯巴甜是
可能的致癌物，致癌等级为 2B
类 。 那 么 ，我 们 该 如 何 看 待
“可能的致癌物”？人工甜

味剂阿斯巴甜还可以食
用吗？

阿斯巴甜的发现与走红

“可能致癌”的阿斯巴甜

■ 新知 ■

甜味剂是一种赋予食物甜味、
满足人们口味需求的食品添加剂，
最近被热议的阿斯巴甜就是一种人
工（化学）甜味剂，但最初它的功效
本是用作药物研究。

1965年 12月，美国西尔列制药
公司的化学家詹姆斯·施拉为研究
治疗胃溃疡的药物进行了各种氨基
酸的结合实验，有一次他无意间舔
了一下手指，发现阿斯巴甜具有甜
味，随后便发现了阿斯巴甜的更多
特性。阿斯巴甜在常温下是一种白
色结晶粉末，比一般的糖要甜约 200
倍，但热量较少，1克阿斯巴甜仅产
生约 4 卡路里的热量。而且，阿斯
巴甜甜味纯正，不致龋齿，吸湿性
低，没有发黏现象，于是施拉和西尔
列制药公司对阿斯巴甜申请了专
利。由于阿斯巴甜的甜味与糖相
比，延续的时间较长，因而后来被广
泛用于饮料、维生素含片或口香糖
中，以代替糖的使用。

如此一来，阿斯巴甜作为食品
添加剂在全球流行开来，并在世界

卫生组织建议限糖后（每天摄入游
离糖不超过 25 克），成为一种普遍
消费的糖代品。所谓游离糖是指由
食品加工者或消费者添加到食品和
饮料中的单糖（如葡萄糖、果糖）和
双糖（如蔗糖或砂糖），以及天然存
在于蜂蜜、糖浆、果汁和浓缩果汁中
的糖。但是，世界卫生组织从未推
荐以阿斯巴甜作为糖代品，其态度
是建议消费者选择不含糖和甜味剂
的产品。

在阿斯巴甜大红大紫后，关于
它对健康有没有副作用的争论就没
有间断过。1974年，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批准阿斯巴甜为食品添
加剂，争议由此升级。

争议之一就是阿斯巴甜可能具
有致癌作用，如引发脑瘤、脑损伤及
淋巴癌等，但相关研究结果并没有
确切的证据和更多的旁证。

争议之二是阿斯巴甜并非所有
人都适宜食用，由于其分解产物中
有苯丙氨酸，因此苯丙酮尿症患者
必须避免食用阿斯巴甜。

虽然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和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
专家委员会联合宣布阿斯巴甜是可
能的致癌物，但是，这两个机构的属
性、宗旨和任务是有区别的，由此可
以判断阿斯巴甜的综合情况和性质。

位于法国里昂的国际癌症研究
机构是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一个纯
科研机构，不参与公共卫生和风险
管理，它只是根据科学研究结果来
评估各种物质致癌的可能性，并按
等级来划分。这是国际癌症研究机
构第一次评估阿斯巴甜，至于食品
中能不能添加阿斯巴甜，该机构不
会提供意见，因为这属于食品安全
卫生和风险管理范畴。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食品添
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则是一个从事
食品添加剂风险评估的国际专家委

员会，其任务是评估食品添加剂用
于食品是否安全，以及添加剂的每
日可接受摄取量是多少。该委员会
的评估结果是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
会制定国际食品添加剂标准的主要
科学依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食品添
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对阿斯巴甜做
过 3次评估，根据评估结果，食品添
加剂法典委员会认为阿斯巴甜只要
在严格的剂量限制下是安全的，可
以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同时还规
定了允许使用的范围和食品中的最
大添加量。

因此，食用多少和暴露多少，
才是真实的致癌风险依据。而且，
阿斯巴甜只是可能的致癌物，且证
据有限，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
证实。

阿斯巴甜被认定为可能的致癌物，公众最
关心的是，致癌物与致癌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不同的机构对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的结论有不同
解读，而且都认为是基于科学证据。国际饮
料协会发文提出了两种视角：一是人类每天
可以安全摄入的阿斯巴甜含量并不比芦荟
和其他数百种物质的危害大，意指目前含有
阿斯巴甜的食品和饮料是安全的，这一综合
结论是基于 40多年来极具分量的科学依据，
以及 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安全部门的
正面结果；二是阿斯巴甜在安全剂量范围内
的消费，可以让公众在减少饮食中糖分和卡
路里的选择中发挥重要作用，即食用部分阿
斯巴甜可以减少更可能增肥和致癌的糖的
摄入。

当然，要全面理解阿斯巴甜的致癌性和
安全性，还有更多的切入视角。阿斯巴甜只
是食物中的一种，以其为代表的无糖饮料在
人们每天所吃的食物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少，
因此，仅摄入阿斯巴甜便能致癌的风险微乎
其微。何况，致癌和患癌还与生活方式、遗传
因素、生物因素和物理因素等共同作用有关。

另一方面，致癌物也有强弱之分，程度不
同。根据致癌物引发癌症的几率和可能性，国
际癌症研究机构对致癌物质分为以下5类：

1类：对人类有确认的致癌性；
2A类：对人类很可能有致癌性；
2B类：有可能对人类致癌；
3类：尚不能确定其是否对人体致癌；
4类：对人体基本无致癌作用。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阿斯巴甜列为 2B

类，在致癌物中是第 3类，即有可能对人类致
癌，而非确认。如果与其他致癌物相比，阿
斯巴甜致癌的可能性相对较轻。

但 2B类致癌物的定义是“对人体致癌
的可能性较低的物质或混合物，在动物实验
中发现的致癌性证据尚不充分，对人体的致
癌性证据有限”，这类致癌物包括咖啡、泡
菜、硝基苯、柴油燃料及汽油等。

咖啡和泡菜也属于 2B类，又有多少人
不喝咖啡和不吃泡菜呢？而且，国际癌症研
究机构把加工肉制品列为 1类致癌物，将红
肉列为较可能致癌物（2A类致癌物，即 2类
致癌物），但是人们吃加工肉类、红肉并不
少。红肉是指做熟前是红色的肉，包括猪、
牛、羊等哺乳动物的肉；做熟前是浅色的肉
属于白肉，包括鸡、鸭、鱼、虾、蟹等非哺乳动
物的肉。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吃猪、牛、
羊肉都是一种经常性的饮食习惯，只要不超
过限量或安全量（每人每天 70克至 90克）就
不必担忧。

如何理解“可能致癌”的结论

与咖啡和泡菜的致癌风险相当

剂量是衡量致癌作用的重要根据

英国卡迪夫大学水产研究所日前首次计算出水族箱
产生的碳足迹和环境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一年喂养一缸
热带鱼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与驾驶数千公里汽车或者摩托
车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一样多。

研究员威廉·佩里博士称，英国约有 400万户家庭喂
养观赏鱼，据不完全统计，其中 70%的家庭有热带淡水水
族箱。研究人员对法国、波兰和英国等国家居民喂养观赏
鱼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依据英国的统计数据，基于水族
箱大小和运行条件，平均每个水族箱每年产生 85.3公斤至
635.2公斤二氧化碳。英国交通部表示，摩托车骑手平均每
年骑行 440次，汽车平均每年行驶 7725公里，相当于产生
约 875公斤二氧化碳。

很多人认为，与饲养一只普通大小的宠物狗或者猫相
比，喂养观赏鱼是一种更环保的宠物选择，因为狗或猫吃
肉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然而，被人忽视的是，喂养观赏
鱼产生的环境影响也很大，这取决于水族箱的规模、运行
方式，甚至位于哪个国家和地区。水族箱最大的环境因素
是使用加热器保持水温恒定，特别是一些容积较大的水族
箱，加热器耗电量更大。佩里博士表示，为了确保这一爱
好对环境的可持续性，应做出部分改进措施。

（据《北京日报》）

水族箱年产温室气体
相当于汽车行驶数千公里

在一项关于蜜蜂新进化史的研究中，美国华盛顿州立
大学研究团队发现蜜蜂要比之前认为的起源更早，多样化
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泛。新研究将蜜蜂家谱追溯到超
过 1.2亿年前的古代超级大陆冈瓦纳，其中包括今天的非
洲和南美洲大陆。研究成果发表在新一期《当代生物学》
杂志上。

研究团队对 200多种蜜蜂的基因进行了测序和比较，
开发了蜜蜂的进化历史和家谱模型。在这项迄今最广泛
的蜜蜂基因组研究中，他们一次分析了数百到数千个基
因，以确保他们推断的关系是正确的。这是研究人员第一
次拥有所有 7个蜜蜂家族的广泛基因组规模数据。

先前的研究表明，第一批蜜蜂可能是从黄蜂进化而来
的，从捕食者转变为花蜜和花粉的收集者。这项研究表
明，它们在白垩纪早期出现在冈瓦纳西部的干旱地区，这
表明蜜蜂最初是南半球的昆虫。

随着新大陆的形成，蜜蜂向北移动，与开花植物被子
植物平行地多样化和传播。后来，它们占领了印度和澳大
利亚。所有主要的蜜蜂家族似乎都在 65万年前的第三纪
开始之前分裂出来。

研究人员指出，西半球的热带地区拥有异常丰富的植
物群，这种多样性可能是由于它们与蜜蜂的长期联系。四
分之一的开花植物属于庞大而多样的玫瑰家族，它们在热
带和温带寄主植物中占很大份额。 （据《科技日报》）

蜜蜂从1.2亿年前
古代超大陆“飞”来

（资料图片）

据英国牛津大学官网报道，该校科
学家首次在外太空一颗人造卫星上训练
了一个机器学习模型，这一成果可实现
很多应用领域的实时监测和决策，有望
彻底改变遥感卫星的能力。相关论文已
经提交于近期举行的国际地球科学与遥
感研讨会。

遥感卫星收集的数据是航空测绘、
天气预报、森林监测等许多关键活动的

基础。目前，大多数卫星只能被动地收
集数据，无法作出决定或检测变化，数
据必须中继到地球进行处理，而这通常
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时间，从而限制了
人们识别自然灾害等事件、迅速应对的
能力。

在最新研究中，研究团队在卫星上
训练了一个简单的模型RaVAEn，以从卫
星直接拍摄的空中图像中检测出云层的

变化。该模型基于“小样本学习”方法，
当模型只有几个样本可供训练时，该方
法使模型能够学习最重要的特征，其关
键优点是可将数据压缩成更小的代表数
据，使模型得以更高效运行。

通常，开发一个机器学习模型需要
几轮训练，而新模型在约 1.5秒内就完成
了训练阶段（使用了 1300多张图像）。当
团队利用新数据测试该模型的性能时，
其会在约 1/10 秒内自动检测到云是否
存在。

研究人员表示，该模型可很好地适
应不同的任务，并使用其他形式的数
据。他们目前打算开发更先进的模型，
以自动区别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化
（如洪水、火灾等）和自然变化（如不同季
节树叶颜色的变化）。另一个目标是为
更复杂的数据，如高光谱卫星拍摄的图
像开发模型，以检测甲烷泄漏，并应对气
候变化。

传统机载卫星传感器容易受到恶劣
环境条件影响，因此需要定期校准，而在
外层空间使用机器学习有助于克服这一
难题。 （据《科技日报》）

首次在太空检测云层变化首次在太空检测云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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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东京8月1日电 日本山梨
大学一项调查显示，母亲怀孕期间如果摄
取的食物纤维量不足，可能导致孩子在幼
儿时期在沟通和运动能力等方面的发育
出现迟缓倾向。

山梨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该校
研究人员以日本全国约 7.6万对母子的健
康数据为对象，调查了母亲在孕期食物纤
维摄取量对孩子 3 岁时发育情况的影
响。在计算每 1000千卡热量相应的食物
纤维摄取量后，他们将母亲们按照孕期摄
取食物纤维量占比的多少将她们分组。
孩子 3岁时在沟通和运动能力等方面的
发育情况则通过筛查问卷进行。

调查结果显示，怀孕期间摄取食物纤
维量较少的母亲，她们的孩子 3岁时在沟
通、精细动作、解决问题以及人际交往这
4个方面出现发育迟缓的概率更高。并且
母亲孕期摄取纤维量越少，孩子这些方面
出现发育迟缓的可能性越高。

公报说，此前有动物实验显示，孕期
的高纤维膳食有助于减轻子代患代谢综
合征和脑功能障碍的风险。食物中的纤
维会成为肠道细菌的食物，其经分解和发
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对大脑的发育和功
能非常重要。

母亲孕期食物纤维摄取少
可能影响孩子幼儿时期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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