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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社交平台，能看到类似的视频层出不穷。
坐 9个小时硬座还要日行 3万步，48小时不睡连续
打卡景点，这种堪比行军的旅游方式被戏称为特种
兵式旅游，火爆网络，相关话题一度登上热搜。

参加特种兵式旅游的大多是年轻人，一般周五
晚上或双休日清晨出发，不睡或只睡几个小时，一
天下来逛十几处景点、吃各种小吃。开销少、效率
高，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

虽然很多人羡慕年轻人说走就走的态度，但这
种旅游方式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一些已经试过特种兵式旅游的人表示，过于疲
累，身体出现疼痛。

特种兵式旅游性价比很高吗？是否会对健康
造成危害？应如何消除旅游中带来的疲劳感？带
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科室的医生，听听他
们怎么说。

“特种兵式旅游是在透支生命”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消化科医生胡水清接
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特种兵式旅游其实
是在透支生命。”她解释说，高强度运动会加重脏器
负担，再加上睡眠不足，身体功能缺乏恢复时间，容
易诱发多种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等，严重的甚至
有猝死的风险。

胡水清医生强调，疲劳对健康造成的危害比大
家想的要多得多，包括免疫力下降、加重身体损伤、
诱发失眠，影响判断力和反应力等。此外，这样的
一次旅游之后，身体的疲惫感也需要很长时间去消
除，对于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食用各种美食也是享受旅游的重要一环，然

而，大家可能因为短时间内打卡众多美食店，产生
暴饮暴食的行为，容易引发急性胃肠炎、急性胰腺
炎等。”胡水清医生补充道。

“身体如果处在持续疲劳的状态，不仅是膝关
节和足底容易受伤，还可能造成肌肉拉伤、腰椎损
伤等。”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刘
强说。

刘强医生表示，这种疲劳状态首先会对关节造
成影响。当我们肌肉力量不足的时候，只能靠骨头
支撑去完成某些动作，就会容易出现关节的损伤，
如半月板韧带、足底筋膜等位置；其次，当肌肉已经
出现“酸痛感”却没有得到充分休息时，就可能产生
肌肉拉伤；第三，如果背包较重，长时间携带容易对
腰椎造成劳损性的肌肉痉挛，也就是腰肌劳损。

拉伸、热敷等方法可缓解疲劳

不管是在特种兵式旅游途中还是结束后，很多
人抱怨即使补过睡眠，也会有种疲劳感。对此，刘
强医生解释说：“睡觉能缓解大脑的疲劳，但缓解不
了肌肉的持续疲劳，可以考虑用拉伸来消除肌肉疲
劳。”

他特别强调，旅游中如果已经出现了腰骶部、
膝关节、足部等位置的疼痛，就要及时休息，不要再
咬牙坚持了。要时刻注意身体给出的“信号”，才能
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损伤。

胡水清医生表示，如果已经产生比较严重的运
动性疲劳，可能会引发肌肉酸痛以及身体乏力等症
状。单纯保持充足睡眠已很难消除疲劳感，可以考
虑通过热疗配合按摩、热敷等，使肌肉得到放松，促
进乳酸代谢排出，加快疲劳消除。 据科技日报

特种兵式旅游爆火！
医生提醒：这些风险被忽略

我国食用野菜的历史悠久，“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早
在 3000年前的《诗经》中就有描述人们采摘野菜的诗句。
春夏之交，万物生长。正是各种野菜采摘的好时节。市民
们常常喜欢采摘一些野菜，丰富我们的餐桌，尝个新鲜。
但如果采食不当，容易引起中毒，可能危及生命。

真实案例：
王先生外出踏青时，在水边看到了一大片油绿油绿的

野菜，想起来自己曾经吃过的“水芹菜”，喜出望外地采摘
回家下厨制成凉拌“水芹菜”。王先生没舍得独享这难得
的“珍馐美味”，第二天一早特意带到公司与同事一起分
享。

结果食用后5分钟左右就有人开始出现呕吐、恶心、
周身麻木、视物不清等症状，不到30分钟，王先生和一起
分享“美味”的8个同事陆续中招，被送到了医院！

后经调查，王先生采摘的野菜根本不是“水芹菜”，而
是石龙芮，俗称“野芹菜”。

这种植物全株有毒，花毒性较大，含有毛莨苷、白头翁
素等毒素。毛莨苷可引起光敏性皮炎。人误食中毒表现
为口腔灼热及肿胀、咀嚼困难、瞳孔扩大、呼吸困难等，严
重者可死亡。

幸运的是王先生和同事们就诊及时，经医生积极对症
治疗，均无生命危险。

除了以上误采野菜引起中毒外，日常生活中我们对野
菜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一
●野菜营养价值更高，多多益善
其实，野菜在营养成分上与普通蔬菜相比并没有显著

的差别，不存在营养价值更高的问题。
有些野菜本身是药用植物，少量食用或可获得一定的

药用价值，但像普通蔬菜一样大量食用，有可能会出现不
良反应。

很多野菜都属于寒凉性质，脾胃虚寒的人食用可能会
损伤脾胃。

另外一些特殊体质的人，食用野菜容易出现过敏。所
以野菜并不适合所有人，而且食用时一定要适量。

误区二
●野菜都是无污染的“绿色食品”
生长在野外的野菜并非都是无污染物的“绿色食

品”。比如生长在高速路附近的野菜，容易受到汽车尾气、
路边尘土的污染。

比如公园、绿地、风景区的野菜，容易受到除虫剂或除
草剂的污染，这些野菜在食用的安全性上存在较大的隐
患。切记这些地方生长的野菜不要采。

误区三
●野菜的苦味儿能“去火”,而且“越苦越去火”
野菜的苦、涩口感通常来自草酸和一些生物碱，虽然

吃起来好像口感独特，但大量的草酸会影响其它营养素的
吸收，有的生物碱甚至具有毒性。因此，不同的野菜需选
用不同的烹调方法，有些可以直接食用，有些需要反复焯
水后食用，还有的要晒干后食用。

看了以上的案例和误区，大家是不是对野菜有了新的
认识。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踏青采野菜，食用要当心，似像非
像的野菜不要采，不认识的野菜不要吃。

如果不慎误食有毒的野菜一定要采用催吐的方式自
救，减少毒素的吸收，并尽快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综合

4分是“老实人”，过目即忘；5分是缺乏存在感
类型；6分则进入高“颜值”序列……近年来，“颜值
经济”的发展催生出“颜值打分”买卖，在社交网络
上日益升温。

“颜值打分”生意兴起

“只需2.88元，即可获得专业颜值评价。多花5
元，还能为您提供外貌提升建议。”记者在某购物平
台输入关键词“颜值打分”，上述广告词映入眼帘。
提交3至5张照片，卖家即可提供“颜值打分”服务，
收费1元到数十元不等，评分附带数十字到上百字
的评语，有的还根据面相提供算命服务。

一些卖家列出详细的“颜值打分”细则，身高、
五官、下巴、皮肤、发型等都被赋予美丑标准。依据
综合分数高低，卖家会给出“老实人”“时尚达人”

“娱乐圈小鲜肉”等关键词。
谁来评分？如何打分？记者总结各个购物平

台上此类商品信息发现，卖家身份各有不同：有的
自称是从业多年的专业化妆师，可从专业角度提供
颜值分析服务；有的自称“绝对路人”，强调陌生人
视角的颜值评价；有的自称在校大学生，从初恋角
度看颜值高低；有的则以异性审美为卖点，自诩“钢
铁直男（女）”……他们都宣称自己“客观公正”“不
吹彩虹屁”。

一家成立一年的打分店铺共有 5条价格不等
的打分链接，标价“2.88元”的链接销量最高，超过
4000人曾购买服务，单个商品收益过万元。服务方
式为美术生、化妆师组成的 5 人团队进行综合评
分。部分短视频主播“嗅”到流量商机，也开始在直
播间随机挑选观众照片打分。

“小本买卖”引质疑

如今，社交媒体充斥各种“高颜值”个人形象，
营造出浓厚的“看脸”氛围。“颜值打分”更加剧了这
种趋势，引来多方质疑。

——主观评价加深容貌焦虑。多名购买“颜值

评分”服务的受访者表示，一开始只是抱着玩一玩
的心态，拿到评价后却难免心理失衡。23岁的女
生小武一直是朋友们公认的高颜值，在得到5分的
评价后，她表示“想不通，大半夜还没睡着，可能要
花一段时间跟自己和解”。

——投机主义将花钱打分变为“智商税”。网
上免费打分软件不少，这些程序大多注明“原理基
于AI大数据得出的审美评判”。一些消费者发现，
自己花钱购买的评价与软件给出的意见多有雷同，
套路化明显，质疑商家拿免费软件糊弄人，几乎零
成本赚取差价。因此，许多网友将此类消费称为交

“智商税”。
——存在信息泄露风险，消费者维权不易。记

者调查发现，提供“颜值打分”服务的商家多为不需
要办理营业执照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加之服务内容
的特殊性，在发生购物纠纷时，消费者维权不易。
此外，随着人工智能换脸技术的发展，仅凭照片盗
取个人信息成为可能，这项服务也存在隐私泄露风
险。

美是多元的，别被焦虑裹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追求美，是人之常情。
然而，互联网的“放大效应”，过度夸大颜值的影响
力。一些人宣扬“高颜值”能够带来“优先择偶权”、
打通“求职绿色通道”，进一步放大“容貌焦虑”，使
得“颜值打分”买卖有机可乘。

“颜值”无法被定义，卖家自称为专业化妆师、
在校艺术生等身份的说法很可能是谎言，所谓的

“颜值打分”不过是一个买卖和一种引流手段。卖
家在打分评价中给出的妆容、穿搭等建议甚至会附
带某些产品广告，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待割
的“韭菜”。

业内专家表示，认为个人形象只看外貌、颜值
是一种错误的理解，美是个多元概念，由外及里应
包含仪容仪态、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方面。面对

“颜值打分”现象，无须较真，别被焦虑裹挟。
据半月谈

野菜≠绿色食品，
食用野菜需谨慎！

“颜值打分”，三六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