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正式学名 有毒植物
的通称

断肠草不属于任何一种植物的
正式学名，它是民间各地用来称呼
有毒植物的俗名。

在植物大家族里，被冠以断肠
草之名的，有 9 科、13 属、20 多种。
比如，常见的钩吻科的钩吻、瑞香科
的狼毒、卫矛科的雷公藤、毛茛科的
乌头、芹叶铁线莲，五味子科的红毒
茴，罂粟科紫堇属的许多植物等。

而在这些有毒植物之中，名气
最大、毒性最强的当属钩吻和狼毒，
这两种有毒植物，分别是我国南北
有毒植物的“翘楚”。

在广东、广西、江西、
福建、湖南、海南等地，人们
把钩吻称断肠草、山砒霜、
烂肠草、胡蔓藤、大茶药
等。其全株有毒，特别是春
夏时期的嫩苗、嫩芽、嫩叶，
毒性更大，几片嫩叶足以致
命。关于它的毒性，清代医
药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
拾遗》中说：“胡蔓藤合香，
焚之，令人昏迷。”

历来，食钩吻使人亡
的案例很多，最著名的当
属韩非之死。战国末期思
想家、哲学家、散文家韩非
才情超群，他撰写的书籍
传到秦国，受到了秦王的
赞赏。同窗李斯嫉妒他的
才华，以一篇《存韩》设计韩非入狱被
治罪，“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
非被迫服用的毒药，就是断肠草钩吻。

钩吻的主要毒性成分是一类名
为钩吻素的生物碱，它是一种很强
的神经抑制剂，会抑制人呼吸和运
动神经的工作。中毒后，人的心跳
与呼吸逐渐放缓，四肢肌肉也失去
控制，最终死于呼吸系统麻痹。因
此，这种断肠草并不是让人断肠而
死，而是把人“憋”死的。

令人惊悸的是，整个过程中，中
毒者的意识始终是清醒的，甚至在呼
吸停止后，心跳还能持续一段时间。

小心混淆 外形与金银花
相似

说钩吻是“草”，其实也不大妥
当，因为它和金银花一样，是常绿的
木质藤本。

钩吻在我国南部很常见。山坡
草丛、村舍路边，常有它的身影。黄
花、绿叶、小果、长藤、外形和金银花
有点相似，尤其在含苞待放时，都
拥有细长的花苞，极具迷惑性。

虽然，金银花和钩吻的花朵在
含苞时有点相似，但开花后很容易
区分，另外，花朵的形状、生长部
位，以及叶子都有很大不同。

首先，金银花主要生长在枝条
关节处，花朵相对而生，花朵唇形，
花丝外漏。花初开为白色，一两天
后会变成金黄色，故整株金银花藤
蔓上，既有白色花，也有黄色花，白
黄相间，这也是它叫“金银花”的缘
由。而钩吻的花，呈簇状生长，既可

生于枝条的关节处，也可生长在枝
条顶端，花朵不会变色，始终黄艳艳
的，花瓣椭圆形，花丝短。

其次，二者的叶子质感也不一
样，金银花叶面上有一层短绒毛，摸
起来毛茸茸的，而钩吻的叶子油光
锃亮，叶面无毛，手感光滑。第三，
大小也不同，钩吻的叶子较大，而金
银花的叶子相对细长。另外，金银
花是清香的，钩吻则有特别的苦味。

除了植株外形上容易和金银花
混淆之外，钩吻的根，也经常与一些
食材混淆。在野外，钩吻常与五指
毛桃混生在一起，它们的根在地下
相互纠缠，且形状相似。五指毛桃
的根是南方人常用炖汤的食材。采
挖五指毛桃的时候，如果混进了钩
吻的根，也会引发中毒。

并非一无是处 还能入药
驱虫

《本草提要》中记载：断肠草人
误食其叶致死，而羊食其苗大肥。
所以，对人来说，钩吻是夺命植物，
然而对家畜家禽来说，它却是一种
营养颇高的食物。这是因为家畜家
禽的体内含有能解钩吻毒素的相关
物质，并且钩吻毒素可杀死家畜家
禽肠道里的寄生虫，驱虫后营养吸
收好，自然就容易增肥长壮了。

藉此，若要解此草毒，民间土法
是用新鲜羊血或是鸭鹅断头沥血灌
服。误食断肠草后，最好的做法，一
是赶紧催吐；二是带上吃剩的东西
马上去医院，查明中毒原因。

（据《科普时报》）

新华社北京电 长久以来，考

古学家希望了解古人吃什么以及

如何烹饪。日前发表在国际学术

期刊《交叉科学》上的一项新研究

分析古代金属锅中残留的蛋白质

发现，在公元前 3300 多年前属于

青铜时代的高加索部分地区，其居

民的“主菜”包括鹿、牛等动物的

组织和羊奶。

科研人员此前知道，在古代

陶器中残留的脂肪和牙结石中的

蛋白质含有古人一生摄入营养物

质的线索。在这项由瑞士苏黎世

大学等机构开展的新研究中，研究

者将蛋白质分析与考古学相结合，

探索在特定古代金属容器中烹饪

的食物细节。蛋白质能够在古代

金属锅中得以留存，是因为许多合

金具有抗菌性能，而陶瓷、石头等

材料表面的蛋白质通常会被污垢

中的微生物降解。

研究团队从在高加索地区古

墓中发现的 7 个大金属锅中收集

到 8个残留物样本，并成功从原属

于血液、肌肉组织和动物奶的残留

物中提取了蛋白质。其中一种名

为“热休克蛋白 β1”的蛋白质表

明，这些金属锅曾被用于烹饪鹿、

奶牛、牦牛、水牛等动物的组织。

他们还发现了来自绵羊奶或山羊

奶中的乳蛋白，表明这些大锅还被

用来制备乳制品。

研究人员通过放射性碳定年

法确认，这些金属锅的使用年份

处于青铜时代，可能在公元前

3520 年至公元前 3350 年之

间，这一时间段属于当地的

迈科普文化时期。参与研

究的苏黎世大学研究人

员威尔金表示，这项研

究提供了一场古代“盛

宴”中保存下来的蛋白

质的证据，“这是一个大

锅，他们显然是在做大

餐，而不是仅为单个家庭

（烹饪）”。

下一步，研究人员希

望探索更广泛容器类型中的

残留物的异同。由于烹饪是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可

以帮助研究者了解不同地区之间

的文化联系。

7月初，世界平均气温创下新的纪录。不可否认的是，日益升
高的气温会对生命和地球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建筑环境和“城市热
岛”正在使极端高温效应更难对付。考虑到这一点，科学家首次使
用能够产生热量和汗水的机器人，去监测高温如何影响人类，并寻
求应对健康威胁的方法。

ANDI是一种暖体假人系统，早前用于实验室测试运动服装的
有效性和耐磨性。如今，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
把这个价值约 50万美元的人体模型置于室外，暴露在当前人们感
受到的严重热浪之下。

ANDI能够模仿人体的热功能，根据不同年龄人群的健康水平
或影响人们耐热能力的身体状况进行调整适应。这是一种不把人
类暴露在危险环境之中便能收集数据和评估热应力极限的安全办
法。而且，“他”全身躯干遍布 35个独立控制的气温传感器，能够
通过测量热空气交换的外部水箱呼吸，并拥有应对气温挑战时可

“出汗”的毛孔。科学家通过ANDI，还能监测人体运动如何加剧高
温风险，以及如何影响器官功能。 （据《北京日报》）

“出汗”机器人监测高温
帮人类学习应对气温上升

只是“看上去”很慢
“宇宙早期时间流逝更慢”是误解

所谓的“时间膨胀”是否意味着宇宙
早期时间流逝更慢，而从宇宙诞生以来，
时间的流动速度一直在变快呢？中国科
学院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研究生、知乎
2022年度新知答主王清扬告诉记者，这
种理解是错误的。人类观测到光的频率
在下降，是宇宙膨胀带来的红移效应，并
不代表时间真的在加速流逝。

“时间随着宇宙膨胀不断加速，是
近年来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种错误理
解。”王清扬说。

宇宙膨胀指的是宇宙诞生以来，范围
尺度不断随时间扩大的现象。它意味着
宇宙中任意相距遥远的两点之间的距离
都会随时间扩大。这种现象会导致在宇
宙空间中传播的光的波长随时间拉长。

假如宇宙的尺度经过一段时间膨胀成了

原先的两倍，那么对于一束在宇宙中传播的光来
说，它的波长也会被拉长为原先的两倍。由于电
磁波的频率与波长成反比，所以上述现象相当于
光的频率降低为原先的二分之一。从人类的观
察结果来看，就是“时间变慢了二分之一”。

王清扬介绍，电磁波谱中频率较低
的一端被称为红端，因此光随宇宙膨胀频
率降低的现象被称为“宇宙学红移”。

同理，不是只有光的频率会有这种
红移效应，宇宙中其他事件的频率也会
有这种效应。

王清扬举例说，假如在几十亿年前，
在宇宙的尺度只有现在的一半时，有一个
天体以每秒一次的频率发射信号，那么宇
宙膨胀至今，现在时刻人类接收到信号的
频率就是两秒一次。这看起来就像是早
期宇宙的时间比现在慢一样。

“但这只是‘看起来’而已，在宇
宙演化的任何一个时期时间流逝的
速度其实都是一致的。看起来变慢
只是因为宇宙的尺度膨胀拉长了两
个信号的间距，使得下一个信号延迟
了一段时间到达我们这里，并不是说
信号发出时的时间流逝比现在慢。”
王清扬解释说。

悉尼大学发表的论文亦对 190个
类星体的数据按照红移程度进行了分
组。研究人员指出，来自遥远物体的
光被拉伸出更长的波长、更低的频
率。从观测端看来，就像是与现在发
生的相同事件相比，遥远的宇宙事件
似乎开展得更慢。

然而，这并不是说早期宇宙是慢动
作的，几十亿年来如果有人生活，他们也

会看到时间的正常演变。
“在一定情况下，时间流逝真的会

变慢，例如在黑洞等大质量天体周围。”
王清扬介绍，如果人们在太阳附近放一
块表，就会看到它走得要比地球附近的
表慢。这种情况才是真正的时间变
慢。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强
引力场中，相对于弱引力场而言，时间
的流逝速度会变慢。

“对观察结果的片面解读，或是对
科学名词望文生义的理解，都可能导
致错误的说法流传。我们应该认清，
宇宙里的时间并没有在加速运行。只
是我们观察到来自过去的画面，由于
宇宙的不断膨胀被‘慢速播放’了而
已。”王清扬说。

（据《科技日报》）

来自过去的画面被“慢速播放”

人类观测到光的频
率在下降，是宇宙膨胀带来

的红移效应，并不代表时间真的
在加速流逝。

近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发表的
一篇研究论文显示，通过对宇宙中被称
为类星体的古老天体观察，科研人员发
现距离宇宙诞生后大约 10 亿年最早的
类星体，其运行速度似乎比今天的类
星体慢，是目前的五分之一。这

是人们有史以来观测到的最
早宇宙学时间膨胀。

宇宙早期时间

断肠草究竟是什么植物
世间果真有一种

草，让人吃下后肠子会
一节节断掉吗？很难
有定论。

李 时 珍 在《本 草
纲目》中说：“断肠草，
人误食其叶者死。”古
代，也把人体服用后产
生强烈胃肠道毒副反
应的草药，都称之为断
肠草。

青 铜 时 代
人们吃什么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8月 22日，记者从自治区科技厅获悉，
该厅联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宁夏农林科学院组织实施的自治区
重点研发计划重大项目——“宁夏玉米大豆带状复合高效种植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在品种引进筛选、种植模式、水肥管理、
病虫草害防控、配套农机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

该项目旨在攻克玉米大豆复合种植技术瓶颈，高质量完成我
区玉米大豆复合种植任务。项目引进筛选了新品种，在引黄灌区、
扬黄灌区和宁南山区三个生态区引进筛选大豆新品种 18个、玉米
新品种 17个。初步确定了引扬黄灌区玉米大豆“4+4”和南部雨养
区“4+3”为最适宜的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并集成玉米大豆
带状复合种植生产技术模式 2种。集成创新了水肥高效利用技
术，形成引黄灌区水肥一体化、宁南山区增碳培肥等科学水肥管理
技术，在灌区和雨养区分别增产 27%、21%。研发了病虫草害防控
技术，形成了适宜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种子处理+理化诱
控+生物防控+一防多控+科学用药+高效植保机械”绿色防控技术
模式。成功改制了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配套的大豆玉米膜上播
种机、专用除草机、自走式植保机、中耕施肥除草机 4种主要机械。

截至目前，已在青铜峡市、同心县、彭阳县建立 3个核心科技
示范基地，面积 3005.5亩；在惠农区、永宁县、灵武市、沙坡头区、原
州区建设辅助示范基地 5个，面积 1000亩。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近日，宁夏农村科技发展中心在红寺
堡区举办“六特”产业科技成果推介对接活动。

对接会以“聚焦产业发展 助力县域创新”为主题，详细解读
了自治区关于“六特”产业相关科技政策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相
关政策。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宁
夏大学的专家们围绕红寺堡区特色产业，推介宣传“黄花菜高附加
值产品加工技术”“滩羊标准化养殖”等 11项科技成果。会后，还
组织专家实地调研相关企业和村集体经济，宣传科技政策和科技
成果，征集科技需求。

今年以来，结合主题教育开展，宁夏农村科技发展中心面向22县
（区）、深入114家企业开展调研和科技服务，宣传解读科技政策，了解
掌握基层科技需求，促进区内外科技成果需求精准对接。目前，已组
织开展县域科技成果推介对接交流活动5场，邀请40多位专家学者上
门送政策、送成果、送服务，累计发布先进适用科技成果300多项。

我 区 玉 米 大 豆 带 状 复 合 高 效
种 植 技 术 研 究 取 得 阶 段 性 成 果
已建立3个核心科技示范基地

“六特”产业红寺堡区专场科技成果推介对接会举办

钩吻。

▼金银花。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8月 19日至 23日，新形势下宁夏企业
创新方法与专利应用一线工程师急需紧缺人才培训班在银川举
办，来自全区 21家企业 50名一线技术人员参加培训，涉及装备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新食品、信息技术、环保技术、现代农业等多
个专业领域。

本次培训班是 2023年自治区人社厅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
工程的 16个急需紧缺人才培训项目之一，培训面向我区生产制造
业和“六新六特六优”产业、科研院所中的技术人员、研发人员、技
能人员、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等，以企业所盼所需为导向，以解决企
业实际问题为目标，旨在为企业培养掌握创新方法和思维的人才，
开拓企业技术人员思维，提升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能力，解决企业技
术问题，涵养创新文化。

培训采用全封闭、互动式教学方式，保障学员全身心投入学
习并增强学习趣味性。开班前培训师资团队老师对相关重点企业
进行实地调研指导，确保培训对象和创新课题符合培训要求。培
训实施积分管理制度，激发学员团队精神、营造赶帮超学习氛围。
整个培训过程由专题教学+案例分析+课堂练习+分组谈论+课题
指导+理论考试六个模块组成，保障学习效果。

培训班围绕初始问题形势分析、功能分析、因果链分析、资源
分析、标杆分析、克服思维惯性方法、技术矛盾、物理矛盾、发明原
理等 TRIZ理论的方法、工具和原理及专利挖掘、知识产权保护等
对学员进行深入系统培训和辅导。培训工作除了和企业需求衔
接，还和后期开展创新方法大赛相结合，对在老师指导下顺利完
成的创新课题，采取跟踪指导和精深培训，促进方案的优化落地，
并通过评审选拔优秀的创新课题参加 2023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
宁夏赛区（企业专项）选拔赛。

新形势下宁夏企业创新方法与专利应用
一线工 程 师 急 需 紧 缺 人 才 培 训 班 在 银 举 办

■ 新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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