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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放大镜
浪费食物也能影响气候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这些耳熟能详的话语时刻提醒着我们要保护环境、爱护资
源。可是，你知道浪费粮食会影响气候吗？没错，的确是气候。
    最近，铺张浪费抬头，“光盘行动”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有没有想过，“光盘”可不只是节约粮食的问题——每
天吃掉的饭菜，也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元凶”之一呢！剩一条面包就等于开了3公里的车排放的废气。
    剩菜剩饭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在上百万年的发展历程中，人类逐步学会利用地球上的资源生产包括食物在内的各种产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产品的生产过程也变得愈加复杂多样。但任何一种产品，都需要经过原材料采集——产品制造——产品使用——使用后
处理的完整过程。就像这个产品拥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一样，经历着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
    大约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跟踪、分析、评价某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自此之后，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全球环境保护意识逐步加强，可持续发展思想不断普及，全球范围展开大量相似的研究，广受
社会各方的关注。
    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生产一条800克的面包，会向环境中排放0.589千克等量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这相当于一辆家
用汽车行驶3公里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想要生产面包，就要占用资源种植小麦。
    在面包的“一生”中，小麦生产是向全球增温贡献最多的阶段，也是水体富营养化、人体毒性等其他环境影响的主
要来源。在小麦生产的过程中，化学肥料的施用是对环境影响最大的环节。化肥使用造成的各类环境影响，甚至超过了
面粉制作和面包烘焙过程对环境影响的总和。
    对于消费者来说，也许了解了生命周期评价，也还是无法判断吃什么样的面包才能减轻环境污染。但是，珍惜食
物，节约用餐，避免因为浪费给环境造成额外的负担，就是力所能及的绿色环保和节能减排。
    保护环境，从不浪费食物开始。
（文章摘自果壳网）

为什么蚊子爱叮你
    当昊昊、小米、糖果、小J、小翼同住一个有蚊子的房间时，经常是小米被蚊子反复叮咬，而其他人却很少被蚊子叮
咬或感觉不到蚊子的存在。
    “蚊子为什么只叮你？”随便问问身边的人，答案真是五花八门。
    认为蚊子爱叮女性的“性别说”；认为蚊子爱叮O型血的“血型说”；认为爱叮皮肤光滑白嫩的“皮肤好坏说”；还
有认为爱叮血液甜者的“血液甜苦说”。
    那么，到底哪些人会特别吸引蚊子呢？
    二氧化碳排得多的人
    人在从事运动或体力劳动后呼吸会加快，这样呼出的二氧化碳相对较多，蚊子对此比较敏感。因此，在人群中，肺
活量大的人、胖人、呼吸沉重的人更容易被蚊子叮咬。
    汗腺发达的人
    喜欢流汗的人，对蚊子产生吸引力。蚊子的触角里有一个受热体，它对温度十分敏感，只要有一点温差变化，便能
立即察觉得到。
    流汗的人肌体散热快，也会对蚊子产生吸引力，人体排出的汗液在空气中挥发，也能向蚊子发出“信号”。因此汗
量多、易出汗的人受蚊子攻击的机会更大。
    穿深色衣服的人
    蚊子怕光但又不喜欢光线太暗，喜欢在弱光环境下吸血。白天，当人们穿着深色衣服时，反射的光线较暗，恰恰投
其所好。另外，蚊子喜欢叮咬体温较高的人，而深色衣服的吸热能力强。几种因素相加，自然使得深色衣服的诱蚊指数
大涨。
    人体发出信号吸引蚊子
    研究表明：蚊子爱叮什么人，与血型、性别等并无直接联系，而主要看人体向蚊子发“信号”能力的强弱与否，强
烈的“信号”通过空气传播，能够引导它便捷地找到食物。
    温度、光线、声音和气味是影响蚊子吸血的四大因素。
    一般来说，蚊子从16℃～17℃开始叮咬，23℃～39℃为最适宜的温度。
    蚊子跟踪它的目标时，总是随着人呼出的气味曲折前进直至接触到目标为止，然后就落到皮肤上耐心寻找“突破
口”，最后才把“针管”直接插入皮肤里吸血8～10秒钟。
    别小看身长不过一厘米的蚊子，它的搜索能力很强，在搜索范围内，“信号”越强的目标，自然也越容易被它们锁
定。

面对讨人厌的蚊子，我们会有哪些方法对付它呢
    1.运动后应该尽快洗澡，以保持皮肤清爽。
    2.如果日常活动场所内的蚊子较多，应身着长袖衣服。衣服的功能主要是用来遮掩汗液等皮肤分泌物的气味，让蚊
子无法追踪而来。
    3.户外运动最好穿着白色或浅色衣服。
    4.夏天不要因为嫌热而不穿袜子，这样会使汗水气味快速挥发，把蚊子招引过来。
    5.驱蚊水不宜和防晒霜共用，因为驱蚊水的成分主要是驱蚊胺和酒精，混用会降低甚至完全抵消驱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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