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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科学

布病（布鲁氏菌病）最近成为热

词。今年9月初，陕西西安市两岁女童

因饮用了市面上的鲜羊奶而感染布

病，引发热议。

如 今，图“新 鲜”的人不 在少

数，许多人认为现挤出来的奶更原生

态、更绿色，喝着更放心。事实真的如

大家想的这样吗？布病究竟是种什

么病？

布病是由布鲁氏菌侵犯机体后

引发的传染——变态反应性的人畜

共患传染病。布鲁氏菌主要存在于

牛、羊、猪等家畜和野生动物中，人

接触后亦可被感染。虽然人类普遍易

感，但一般情况下，并不会人传人。

布病一个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不

明原因的持续发热（包括低热），同时

伴有夜间盗汗、肌肉和关节酸疼、乏

力倦怠、体重降低等症状。它可致患

者全身乏力而降低劳动能力，严重的

甚至丧失劳动能力，所以布病又被称

为“懒汉病”。

在我国，布病的主要传染源为

牛、羊、猪3种牲畜，其中以羊型布鲁

氏菌对人体的传播性最强，致病率最

高，危害最为严重。虽然在温和条件

下，布鲁氏菌可在皮毛、水中和干燥

的土壤中存活数周至数月，但它对高

温、高湿和光照的耐受性并不强。100
摄氏度的干热条件下，7—9分钟即可

将其杀灭，80摄氏度的湿热条件下杀

菌只需6分钟左右，它在直射阳光下

最长也活不过4小时。

西安女童患布病，是生鲜羊奶

惹的祸。但生鲜奶的“坑”远不止如

此。除了布鲁氏菌，李斯特菌也是生

鲜奶中常见的致病菌。此外，结核

菌在生鲜奶中也比较常见。如果追

求新鲜口感，也可以选择巴氏消毒

奶，这种方法处理过的奶能杀灭布鲁

氏菌、结核菌等病菌。经过巴氏消毒

的奶不会影响到奶的新鲜口感，因此

完全没有必要冒险喝直接从牛羊身

体里挤出来的“生鲜奶”。

小心这些疾病找上门

前不久，河南出土的青铜器中装

有6斤多古酒的新闻引起大家的极大

兴趣。姿态优美的鹅壶本身就足够惊

艳了，更令人意外的是，壶中6斤多重的

神秘液体，竟是保存了两千多年的西

汉早期的古酒，而且还是可以止血消

炎的药酒。

除了感慨古人的智慧，网友也充

分发挥了想象力和好奇心：放了两千

多年，为什么还能保存到现在？这酒还

能喝吗？

刚蒸馏出来的新酒一般 较 暴

辣、冲鼻、刺激性大，口感不醇厚柔

和，但经一段时间贮存后，酒体的辛辣

味明显消除，且口味柔和、绵甜、芳香

浓郁。

这是因为贮存过 程中挥发 掉

大部分低沸点物质，如丙烯醛、硫

化氢等，除去了不好的气味，也减少

了刺激。

贮存过程中还伴随着一系列的氧

化、还原、缩合等化学反应，同样对促

进白酒的老熟、减少刺激、增加香味

起着重要作用。

这就是所谓的“酒是陈的香”的

主要原因。

千年前的古酒由于保存容器的

密封性问题，大多数酒精成分已经挥

发，同时由于很多是青铜器保存，所以

会存在金属离子超标等多种问题，包

括考古价值因素考虑，这些酒从各种

方面因素考虑都不宜再饮用。

出土的2000年古酒，还能喝吗？

在欣赏宝石矿物的同时，大家不免

心里有疑问，宝石为什么有这么多颜色

呢？

光通过宝石后，反射、折射、衍

射、透射、漫反射、选择性吸收……由人

眼作为接收器，大脑作为CPU，一种美妙

的视觉体验便充盈周身。

需注意的是，这种光必须是可见

光，否则人眼将无法转化为可感知的信

号。那么，对宝石自身而言，这种颜色是

怎么产生的？一般情况下，我们所感知

到的宝石颜色是宝石内部致色因子对光

源不同波长选择性吸收和透射、反射

等一系列操作后导致的结果。若是透明

宝石，光透射居多，反射较少，所观察到

的颜色由透射光谱决定。若是不透明宝

石，光则反射居多，我们所看到的颜色由

反射光谱决定。

解决了怎么看到的问题，你或许又有

疑问，“这些不同的颜色又是怎么形成的

呢？”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发

现，宝石的颜色与其内部结构也有很大

关系，随之诞生了晶体场理论、分子轨道

理论、能带理论、晶格缺陷致色理论来

解释宝石矿物的颜色成因。

除此之外，矿物机械混入杂质也

会影响矿物的颜色。比如市场上所谓的

“绿幽灵”“聚宝盆”“红兔毛”等水晶一

类的矿物都是机械混入了如赤铁矿、绿

泥石等矿物而呈现颜色。

另外，不同宝石所含致色元素不

同，同种元素在不同宝石中的表现也不

同，因此呈现特色而固定的吸收光谱，所

以我们看到的宝石就是五光十色的了。

宝石为什么五光十色？问
答

喝奶图“新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