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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种至，仲夏始。近日
来，全国各地气温飙升，而气
象局数据显示，7月份将更热。

气温飙升的同时，防晒
的话题也被频频提起。户外
已然成为了遮阳伞、防晒衣、
防晒霜等防晒产品的主场。
近期，某艺人在综艺节目中
向观众推荐了一款防晒糖，
号称吃糖就能防晒，一时间
懒于涂霜抹粉的人们纷纷

“种草”。
但防晒糖真的能防晒

吗？怎样才能科学防晒？

口服产品能防晒
尚无科学依据

“这款所谓的防晒糖并
不能起到防晒的效果。”查阅
了该艺人推荐的产品成分
后，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科主
治医师李锘告诉记者。

该防晒糖的成分包括支
链淀粉、栀子花提取物、甘
油、结晶纤维素、改性淀粉
等，其主打成分是栀子花中
的藏红花酸，据称有强效的
抗氧化能力。

李锘表示，首先，防晒和
抗氧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简单来讲，防晒是通过物理、
化学方法使皮肤免受紫外线
的侵害，而抗氧化则通常用
于对已经晒伤的皮肤进行修
复。因此，防晒糖能防晒这
一说法并不科学。

李锘还表示，虽然藏红
花酸确有抗氧化功效，但对
于口服产品来说，抗氧化成
分是否能被皮肤组织吸收，
吸收的量有多少，以及吸收
后可以维持多长时间后才被
代谢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
一步验证。

更何况，产品成分表中
往往排名越靠前，成分占比
越高。从成分表可以看出，
该防晒糖中主要成分是淀
粉，至于栀子花提取物等有
效成分究竟占比多少便不得
而知了。

记者还在某电商平台查
询到了另外几种打着防晒旗
号的口服产品，“1粒焕活少
女肌”“有效抗紫外线12小
时”的宣传语让人心动不
已。这些产品成分表中大多
包含植物成分，如山药、百
合、红橙提取物等，还添加了
如维生素C、麦芽糊精、柠檬
酸等其他物质。

“同样的道理，维生素
C、柠檬酸等物质也具有一定
的抗氧化作用，但效果如何
需进一步查证。”李锘指出，
目前我国没有科学论证表
明，口服防晒丸、防晒糖等就
能够对人体起到防晒作用，
也就是说，想通过食物轻轻
松松就能防晒的美梦目前尚
不能实现。

并非夏季和户外
才需要防晒

多位皮肤科医师指出，
公众还是应以使用遮挡物
品，或者涂抹防晒霜等方法
作为主要的防晒手段。

“防晒，主要防的是阳光
中的紫外线。”李锘表示，根
据波长，紫外线可分为紫外
线 A（UVA）、紫 外 线 B
（UVB）和紫外线C（UVC），
其中紫外线C几乎被臭氧层
全部吸收，对人体影响较大
的是UVA和UVB。

UVA的主要危害是光
老化，即皮肤长久暴露后易起

皱、老化，甚至还可能导致皮
肤癌的发生。UVB则会带来
皮肤红肿、掉皮等晒伤现象，
而皮肤细胞的DNA损伤，是
引发皮肤癌的关键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男性的
非黑素瘤皮肤癌发病数和死
亡人数均要高于女性。“这与
男性普遍不重视防晒不无关
系。”李锘说。

目前防晒的两种主流方
法中，防晒衣、遮阳伞等的防
晒原理不难理解，这些措施可
以直接将紫外线与皮肤隔
离。而防晒霜、防晒喷雾等涂
抹产品，也可从原理上细分为
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两种。

“物理性质的防晒霜主
要包括二氧化钛、氧化锌等
成分，能够以颗粒的形式附
着在皮肤表面，将紫外线反
射或折射出去，从而达到防
晒的效果。这类防晒霜通常
适用于孕妇、小孩、老人以及
皮肤敏感的人群等。”李锘解
释说，化学性质的防晒霜通
常包括对氨基苯甲酸等成
分，需要皮肤吸收以后，与皮
肤中的蛋白结合，从而起到
吸收紫外线的作用。因此，
化学类防晒霜需要留出皮肤
吸收的时间，一般建议出门
前半小时涂抹。

防晒还有哪些诀窍？李
锘表示，夏天应尽量避免在
10—14点紫外线最强的时
间段外出；必须出门时建议
两种防晒方法“齐上阵”，既
遮阳也要涂防晒霜，且防晒
霜建议连续涂两遍，每隔2—
3小时补涂一次；参加游泳、
潜水等水下活动时，应选用
防水防晒霜。

此外，多位医师还强调，
要坚持四季防晒。（科技日报）

G15沈海高速槽罐车
爆炸事故，可能是近20年
来最严重的一起运行中
的液化石油气槽罐车爆
炸事故。公安部交管局
表示，经初步调查，发生
爆炸的槽罐车未与任何
车辆接触，爆炸并非因追
尾引发。

我国是危险品生产
和使用大国，据统计，每
天有近300万吨危险物品
在道路上运输。

陈奎孚强调，对于危
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来说，
后期维护、管理成本高，
企业必须把安全放在第
一位，加大投入，国家相
关部门也需要进一步加
强管理。比如为提高车
辆运输的安全性，包括危
货车辆在内的货运车辆

均需要安装后下部防护
装置，但该装置主要针对
的是防止小汽车追尾钻
入货车后下部，对罐车罐
体后部的防护几乎没
有。车道偏离和前向碰
撞预警曾经是推荐安装，
部分省份要求全部安装，
部分省份没有这项要求。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营运车辆安全技术条件》
（JT/T 1285-2020）是一
项专门针对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车辆的技术标准，
2020年4月1日起正式实
施。根据新危货车辆标
准，常压罐车需要安装后
部防护装置，该装置能预
防追尾碰撞对罐体后部的
撞击，新车要求强制安装
车道偏离预警和前向碰撞
预警系统。 （科技日报）

温岭液化石油气槽罐车爆炸
危害为何如此严重

6月14日上午，浙江省温岭市政府就G15
沈海高速槽罐车爆炸事故召开首场新闻发布
会。据初步调查，6月 13日下午，牌照为浙
CM9535的液化石油气槽罐车，由宁波开往温
州，行驶在G15沈海高速温岭市大溪镇良山村
附近时发生了爆炸。一辆装载量约为20吨的
液化石油气（简称LPG）槽罐车，爆炸时为何会
引发巨大的危害？

液化石油气是丙烷和
丁烷的混合物，并伴有少
量的丙烯和丁烯等。通常
会加入一种强烈的气味剂
乙硫醇，这样，一旦泄漏会
很容易被发觉。

数据显示，1公斤液
化 石 油 气 的 热 值 约 为
46100 千焦，1公斤TNT
炸 药 的 爆 炸 能 量 约 为
4200千焦。因此，1公斤
液化石油气完全燃烧的热
量约等于10公斤TNT炸
药的能量。而一颗手雷含
有约 50克 TNT炸药，也
就是说，一只家庭常用的
满罐煤气罐，爆炸热量相
当于3000颗手雷，足以炸
毁两层楼房。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陈
奎孚14日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能量并不等同于
威力，TNT炸药爆炸反应
的时间一般为十万分之一
秒，能在极短时间内产生
巨大的压力和冲击波；而
液化石油气爆炸反应时间
约为数百分之一秒至数十
分之一秒，产生的压力一
般为几十大气压。因此，
相同质量的液化石油气爆
炸产生的威力小于TNT
炸药。

但是此次爆炸为何威
力如此巨大？陈奎孚分析

说，储存液化石油气的槽
罐有15个大气压，一旦罐
体、阀门或管路破裂，液化
石油气泄漏时就会变成气
态，与空气混合，发生爆
炸。

“此外，此次爆炸发生
在房屋密集区，被炸飞的
槽罐车砸塌路侧的一间厂
房，并引发了二次爆炸。”
陈奎孚说。

槽罐车是一个封闭的
罐体，为了分散液体对罐
壁的压力，罐体一般为圆
柱体；考虑到各类油品热
胀冷缩的情况，不能装
满。装载液化石油气的罐
体 有 效 容 积 一 般 是 在
50—60立方米之间，满载
系数约为90%。罐体上部
有安全阀，正常情况下，罐
体是封闭的。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城
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安
全工程（消防工程）副教授
麻庭光表示，从视频可以
看出，爆炸现场的冲击波
非常强。只有液化石油气
和空气预混到一定的化学
计量比才能发生。通常液
化石油气泄漏的过程中，
不一定会发生爆炸，因此
本次事故的泄漏过程、挥
发过程和爆炸过程，还有
待深入调研。

液化石油气泄漏变成气态
与空气混合发生爆炸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
是流动的重大危险源

糖丸能防晒？
别偷懒，还是遮阳伞、防晒霜管用

（（新华社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