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龙虾+维C=砒霜？

随着小龙虾销售渐入佳境， 社

交平台上的“食用提醒” 也多了起

来。 其中， 既有“陈年老谣”， 也

有耸人听闻的“新版本”。 比如，

有一种说法称， 小龙虾不能与西红

柿、 橘子等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

果一起吃， 否则会在人体内形成砒

霜， 直接中毒。

针对“小龙虾+维 C=砒霜”

的说法， 有自媒体煞有其事地解

释， 这是因为小龙虾体内含五价

砷， 原本对人体无害， 但西红柿、

橘子等蔬果中的维生素 C 能将它

们还原成三价砷， 也就是剧毒物砒

霜。

对此，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辟谣

表示， 不谈剂量只谈毒性本来就不

靠谱， 而且虾蟹体内的是有机砷，

也不会被维生素 C 还原成有毒的

无机砷。 具体来看， 小龙虾体内的

五价有机砷进入人体后， 绝大部分

会被原封不动地排出体外， 留在体

内的少之又少。 退一步讲， 就算部

分水产品因生长环境等原因存在无

机砷残留， 要在人体体内形成具有

致死量的无机砷， 需要食用的水产

品和维生素 C 的分量将非常惊

人———按照国家标准对水产品中无

机砷限量的最大值计算， 一个成人

大约得一次性吃下 152 至 454 公斤

的小龙虾， 才可能在体内形成致死

剂量的砷。 所以， 还没有因砷中

毒， 就先被撑死了。

（来源： 上海网络辟谣）

哪吒汽车App断网？

厂家：系统故障，已修复

5 月 2 日， 有多位哪吒汽车车

主在社交平台反映， 哪吒汽车官网

无法访问， App 断网、 车辆远程操

控功能无法使用。 哪吒汽车近日回

应称， 此次 App 故障与流量欠费

无关， “五一” 假期技术部门人员

一直在岗值班， 不存在无人看管的

情况。 哪吒汽车初步断定该现象是

系统故障， 已经修复， 同时还在继

续排查， 防止再次出现类似问题。

如今， 哪吒汽车的 App 和官网已

经恢复正常。

据悉， 从 5 月 2 日开始， 陆续

有多位网友反映哪吒汽车 App 断

网、 App控车无法使用。 哪吒汽车

App 出现“网络异常”， 车联网数

据已停止更新， 车辆远程操控等功

能无法使用， 首页“发现” 栏目显

示为“暂无数据， 点击重试”， 如

果用户尝试重新登录 App 时会出

现“HTTP 502 Bad Gateway” 的

错误提示。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并非哪吒

汽车首次被传出 App 异常。 2025

年 4 月， 全国多地车主反映哪吒汽

车 App 出现断网问题， 车机系统

无法联网、 蓝牙钥匙失效、 App 远

程控制失灵、 导航定位丢失等情

况， 给车主的日常行驶带来不便。

还有车主反映， 哪吒汽车系统已无

法联网多日， 每天早上开车前都要

重启多次车机， 导航数据也没有办

法进行更新， 给出行带来了很大的

不便。 （来源： 新京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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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短视频“确诊”焦虑症？

  26 岁的北京上班族小江说， 自

己近期偶然刷到一条名为“焦虑症的

八大表现” 的短视频， 视频中列举了

“心跳加速” “入睡困难” 等八种症

状， 并称“中五种以上需警惕焦虑

症”。 小江说， 她甚至有段时间不敢

接新项目， 因为视频说“焦虑症患者

应避免高压环境”。

记者在短视频平台以“焦虑症”

为关键词搜索， 在一条名为“焦虑症

的几个阶段” 的高浏览量视频下， 不

少网友留言“除了幻听幻视， 其他全

中” “刷视频发现自己‘确诊’ 焦虑

症” ……

“焦虑是现代社会中比较普遍的

现象， 大家工作忙、 压力大， 难免会

有焦虑情绪。 但焦虑症的诊断相对复

杂， 需通过多维度评估才能做出。”

华北电力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教师

史海松告诉记者， 这类短视频忽略了

诊断的复杂性， 仅通过片段化信息引

导观众“对号入座”， 容易造成误判。

“与线下心理咨询的高时间金钱

成本相比， 在短视频平台进行‘自

诊’， 用户觉得更方便、 更温和， 个

人的心理压力也会更小一些。” 中国

人民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唐信峰认

为， “但线上的心理咨询或‘自诊’

往往鱼龙混杂， 专家的资质参差不

齐， 其专业程度远不如线下咨询。”

  “心理自诊短视频受到欢迎，

表明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心理健

康， 这是社会发展、 人们认识提升

的表现。” 史海松认为。

“目前， 我国心理咨询行业缺

少权威的资格认证体系， 也没有建

立清晰的准入制度， 导致从业者专

业资质高低不一、 行业生态无序

化。” 唐信峰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

委员、 民进天津市委会主委张金英

建议， 制定全国统一的心理咨询师

执业资格认证体系， 明确准入类职

业资格， 要求从业者具备心理学或

医学本科以上学历， 并完成临床实

践、 督导训练等规范化培训。

此外， 唐信峰认为， 短视频平

台心理学内容良莠不齐， 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专业的宣传科普不到位。

他建议： “精神科医生、 专家学者

等专业人士应当加大科普力度， 主

动占领‘阵地’。 对个人而言， 在

看到此类视频时， 也可以有意识地

去核实发布者的学历和资质。”

业内人士指出， 心理自诊短视

频乱象频出， 根源在于供需两端的

双重失衡。现代人心理压力加剧，对

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激增； 而线下

心理咨询成本高、资源少，行业准入

门槛模糊， 导致专业服务供给严重

不足。 这种矛盾为短视频平台上的

“伪科普”提供了生存空间。 平台算

法的推波助澜， 让这类内容不断强

化用户的自我怀疑，形成“越刷越焦

虑，越焦虑越刷”的恶性循环。（综合

《工人日报》、光明网等）

易形成“越刷越焦虑，越焦虑越刷”的恶性循环

  记者以咨询者身份联系了发布

过拥有上万条评论的“焦虑症自测”

视频博主。对方以“心理导师”自居，

询问了年龄、性格、睡眠质量等情况

后，诊断记者为“预期焦虑反应”，并

提出学习他的“生理+心理双协同

课程”能够帮助康复。

该博主提供的课程列表显示，

课程共包括“恢复底层原理” “生

理层面调节” “心理层面调节”

“情绪管理办法” 和“交感放松训

练” 五大板块， 售价为 498 元， 学

完后可“自主调节情绪”。

“通过患者的描述得出‘预期

焦虑反应’ 这样的判断， 只是最基

础的操作， 看不出咨询师的专业程

度。” 唐信峰认为， 这些课程从目

录上看更像是一种知识科普， 不具

备改善个体焦虑的针对性。

“我们提了一个心理健康促进

的‘深度模型’， 认为单纯学习课

程知识能够增加对具体问题的‘心

理健康素养’， 但不辅以专业的训

练指导和个性化的咨询， 不一定能

带来症状的改善。” 唐信峰说。

对此， 记者咨询的有关法律人

士认为： “课程宣传中‘学完后可

自主调节情绪’ 的表述， 属于对心

理干预效果作保证性承诺。 即使主

张课程属于知识产品， 其‘康复’

表述仍可能被认定为按时治疗效

果， 可能构成 《广告法》 规定的

‘虚假广告’ 情形。”

498元网课即可“治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