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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一个实验把饮料推向了风口
浪尖。日本的一档节目将6种常喝的饮料
做了一项实验， 将它们打开喝一口后放
置24小时，然后去测它们的细菌含量，结
果每一种饮料当中的细菌含量都特别惊
人。

在平均气温20℃， 平均湿度79%的
房间里，24小时细菌增加数量的检测结
果如下：绿茶：600个到490个（绿茶中的
儿茶酚， 有抗菌作用， 造成细菌数量下
降。 ）；水：600个到1100个；大麦茶：600

个到3700个； 可乐：600个到249万3800
个；纯橙汁：600个到250万3900个；牛奶
咖啡：600个到517万5900个。

细菌繁殖快得让你
意想不到

细菌繁殖的如此之快其实非常正
常。 因为饮料（食物）在密封包装阶段属
于真空状态， 经过开盖和饮用之后很容
易接触到嘴里或者空气当中的细菌；然
后在后续的存放过程中只要有合适的外

界条件（温度和湿度）和适当的养分，细
菌当然会迅速繁殖； 这完全属于一个正
常现象，不必恐慌。饮料当中富含糖分物
质，如果是牛奶和咖啡，还会含有部分蛋
白质物质， 而这些恰恰是细菌繁殖所需
要的营养物质。另外，实验所处的环境是
平均气温20℃，平均湿度79%；这也正是
绝大多数细菌的适宜繁殖环境。所以，在
这样的条件下， 细菌繁殖实属“恰到好
处”。

开盖后的饮料还能不能喝？
开盖后的饮料经过简单的存放细菌

就会迅速繁殖，这样饮料是否还能饮用？
其实， 任何微生物想要产生致病作用都
要达到一个量的限定， 对于我们正常情
况下饮用的“量”（很少），就算喝掉存放
24小时之后的饮料， 相对问题也是不大
的，而且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做过。当然虽
然问题不大， 从根本上来讲并不建议大
家这样去做， 因为饮料毕竟不是建议你
常喝的饮品， 假设有人大量摄入也不免
会带来危害。

首先， 根本上来讲并不建议各位
“喝饮料”，甜饮料喝的越多，离龋齿、肥
胖、糖尿病、痛风等慢性疾病就更近了
一步。 其次，如果非要喝，最好少量饮
用；然后饮用的过程中最好要倒在杯子
里喝，避免交叉污染，传播细菌等微生
物。 最后，未喝完的饮料请密封冷藏保
存，而且要尽快喝完（不超过12小时）；

当然最好是饮用小包装饮料， 现喝现开，
避免剩余。

夏季应如何预防
食物腐败变质？

1、养成好习惯，特别是于饮食（水）
卫生。 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卫生和清洁，养
成良好的习惯，饭前便后一定要洗手。 定
时洗澡，勤换衣物，避免自身微生物滋生
对于身体带来的隐患。

2、饮食需谨慎，不吃“生食”。 任何食
物在吃之前一定要烹煮并且要熟透，特别
是对于一些海鲜类产品，都要加热完全才
能食用；对于隔夜的剩饭菜一定要科学冷
藏，吃之前要彻底加热。

3、喝水要注意。 白开水一定是最靠
谱的选择；另外请拒绝饮用“生水”，不使
用不卫生的餐具，不用不干净的水刷牙漱
口、清洗餐具和食物。

4、定时煮沸消毒。 对于家庭使用的
餐具要进行合理的杀菌消毒，使用之后应
该洗净并且干燥完全再去存放。

5、储存食物要分开存放。 生熟食物
区别对待，冰箱当中分层储藏，避免交叉
污染；案板、刀具以及各种餐具都要做到
生熟分开，避免致病微生物进入身体。

6、吃动平衡，适当增加运动。 每周要
有三次或三次以上的运动（中高强度），每
次运动不少于50分钟，快走、慢跑、骑行
都是简便且不错的运动； 保证每日睡眠，
增强身体抵抗力。 /本报综合

喝过的饮料放了一天还能喝吗？

激情世界杯，球迷狂欢日。随着2018
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拉开大幕， 令亿万
球迷瞩目的官方足球也正式登场！ 说出
来你可能不信， 这款足球居然是用甘蔗

“制成”的！ 虽说足球也在与时俱进，但也
不至于去攀甘蔗的“甜枝”吧！

我们来看看官方的说法：据悉，它使
用了全球领先的合成橡胶企业阿朗新科
研发的生物基三元乙丙橡胶（EPDM）产
品Keltan�Eco， 这是全世界首款利用从
甘蔗中提取的生物基乙烯制成的商用
EPDM。 ”怎么，足球还真是与甘蔗有“缘
分”啊？那么，EPDM是何方神圣呢？为什
么它要选用甘蔗来做原料呢？

三元乙丙橡胶是上世纪60年代工业
生产的一类工程橡胶， 主要用于汽车密
封件、建筑防水材料、电缆护套、防腐衬
里、密封垫圈、门窗密封条、家用电器配
件、耐热胶管、电气绝缘等领域。 三元乙
丙橡胶是由乙烯、 丙烯经溶液共聚而成
的橡胶，并且引入了第三单体，因此属于

三元共聚物，简称EPDM。
乙烯是最常用的基本化工原料，在合

成橡胶工业中自然也是主力军了。 乙烯是
高等植物体内正常代谢的产物，被公认为
是一种具有促进果实成熟的植物激素。 在
生产实践中，可以用乙烯制剂对水果进行
催熟。 至于丙烯呢，它作为一种基本的化
工原料，在合成橡胶工业中也是功不可没
的。

我们常说，化学结构决定化学性质。
由于三元乙丙橡胶分子主链是由化学性
质稳定的饱和烃组成的， 因此其呈现出
卓越的耐候性、耐臭氧性和耐化学性等。
所谓耐候性是指耐受气候考验的能力，
即对光照、冷热、风雨、细菌等因素造成
的综合破坏的耐受能力。 耐化学性主要
表现为耐酸、碱、醇、酮、洗涤剂、动植物
油脂等。

在三元乙丙橡胶生产过程中， 可以
通过改变第三单体的品种和数量，以及改
变乙烯和丙烯的比例等方法来调整产品

的特性，以满足三元乙丙橡胶在不同应用
场合的特殊需要。 德国特殊化学品公
司———朗盛开发的以生物基为原材料合
成橡胶的生产工艺，作为石油原料技术路
线的替代方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是可以节约大量的化石资源，二是可以大
幅度降低EPDM的碳足迹。朗盛十分看好
巴西的甘蔗资源，并在巴西特里温福建设
了EPDM生产基地。 巴西不仅拥有“足球
王国”的美誉，而且还拥有得天独厚的甘
蔗资源，巴西的蔗糖和乙醇产量在世界上
都是名列前茅的。

朗盛用从巴西甘蔗中提取的脱水乙
醇做原料来生产生物基乙烯，并以此为原
料来生产三元乙丙橡胶（EPDM）。这是世
界上第一款生物基EPDM产品，并且与传
统EPDM产品具有相同的优异性能。

2018年世界杯用球名为“电视之星
18”，采用经典黑白配色，带有灰色渐变色
块。 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官方用球采用
生物基EPDM材料， 其亮点就是“环保

性”。
据悉，生物基EPDM作为某品牌足球

中使用的橡胶材料，具有很好的物理化学
性能，如吸水率很低，使用温度范围很宽，
在低温下仍能保持其柔顺性，并具有抗老
化性和耐化学性等。 同时，还具有无定形
结构和高交联密度特性，可以赋予足球最
佳的弹性和回弹性。

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人
类的主题。 世界杯官方用球制作材料，自
然也应当注重环保性能。 生物基三元乙丙
橡胶是一款高科技材料，也是一款革命性
材料， 并且具有良好的弹性和低温性能，
这对于保证官方用球的使用性能至关重
要。

小小世界杯足球，历来就是人类展示
发展理念和高新技术的大舞台！ 足球与甘
蔗的“结缘”， 无疑向人们传递了一个理
念，那就是“环保理念”。同时，我们也期盼
现代生物基足球能够演绎世界杯新的传
奇！ /本报综合

这届世界杯的足球是用甘蔗制成的

红黄牌是足球比赛裁判的指定装
备。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赛场上，裁判开
始使用红黄牌，球员立刻变得规矩起来。
前苏联球员洛夫切夫成为第一个吃黄牌
的选手。 4年后在联邦德国世界杯上，智
利队的卡斯泽里领到了足球史上的第一
张红牌。

红黄牌问世之前，裁判员对队员实行
警告或罚出场时， 只能用语言或手势，但
是由于语言和手势不统一，在国际足球比
赛中容易产生误解和矛盾。 红黄牌的发
明，极大地缓解了这一矛盾。它的发明，得
从一个叫阿斯顿的人说起。

1915年， 阿斯顿生于英国埃塞克斯
郡的科尔切斯特。 他的本职工作是体育
教师， 二战期间参加了英国皇家炮兵部
队，并来到了战场，军衔为中校。 当时，严
酷的战争考验着每一名士兵的意志，因
此，为了缓解士兵的紧张压力，军营里常
常在战斗间隙组织足球比赛。 阿斯顿由
于懂足球规则， 部队每次比赛都由他来

执法。战争胜利后，他脱下军装，但依然活
跃在各种比赛赛场上，并且成为了英国著
名裁判，执法了无数次比赛。

那时执法比赛十分累人，有时候还要
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同时还要向场外领
队、教练及其他人员明确表示对谁给予了
警告或罚出场，一场比赛下来，裁判累得
虚脱。但累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有些
时候球员动作过大，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判
罚制度，经常导致场上起矛盾冲突。

1966年的世界杯赛上，“老冤家”英格
兰队和阿根廷队在四分之一决赛相遇。 当
时，两个国家因为马岛问题纠缠不休，都想
通过足球提振一下士气。 可当时比赛中只
有警告制度， 由于这场比赛已远远超过了
比赛本身，双方队员在比赛中火力十足，很
多球员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裁判警告过
了，动作仍然很大，间接导致了比赛几乎失
控，粗野碰撞的场面比比皆是，险些酿成大
祸。此时，阿斯顿已经担任国际足联裁判委
员会主席职务，看到了这场比赛，他陷入了

思考， 能用什么办法遏制足球场上的这种
暴力呢？

一日，正在苦苦思索的阿斯顿偶然间
路过一个十字路口，因为陷入了沉思而没
有注意到红绿灯，直接过马路。此时，正值
红灯，一辆车飞驰而来，见了阿斯顿赶忙
急刹车，司机将头探出车外大声吼道：“不
要命啦，红灯也管不住你吗！ ” 阿斯顿突
然醒悟，看着红绿灯，他突发奇想，若是利
用这醒目的红黄指示信号来约束警告那
些严重犯规的足球球员会如何呢？他越想
越认为这个计划可行。经过与国际足联充
分沟通，并与有关专家制定了可行的红黄
牌规则后， 阿斯顿开始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极力推广他的红、黄牌制度。 终于，国
际足联裁判委员会决定，在 1970 年墨西
哥举行的第九届世界杯足球赛中使用红
黄牌。该届比赛结束后，通过总结，国际足
联技术研究小组在报告中指出，用红黄牌
来表示对运动员警告和罚出场的做法应
该在高级比赛中普遍使用。

自此以后，凡由国际足联主办的世界
性足球比赛均使用红黄牌，各洲与国家协
会纷纷仿效，红黄牌制度被确定下来。 我
国是从 1974年起， 在全国足球比赛中使
用红黄牌，并一直沿用至今。

近年来，国际足坛现行的红黄牌制度
也暴露出许多缺陷。 球员在场上的某些犯
规举动仅被出示黄牌判罚力度不够，而裁
判直接出示红牌将球员罚下场又过于严
厉， 由红牌导致的追加停赛更使得球员、
俱乐部怨声载道。 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前
不久提出了判罚的“折中路线”，建议增加
新的判罚措施，专门对付那些“黄牌以上，
红牌未满”的犯规行为。 意大利和德国足
坛采纳普拉蒂尼的建议，分别提出了“橙
牌”和“蓝牌”的构想，不知道这一构想在
未来足球中是否被采用。 但不能否定的
是，足球比赛中红黄牌的发明确实对足球
运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一发明真正给
足球运动带来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本报综合

足球红黄牌的创意竟来自红绿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