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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使用手机APP进行管理
是值得肯定的，能让师生感受到人
工智能带来的方便。但如果这些
APP中含有大量广告，且高校强制
使用，那么，这样的导向就显然是
不妥的。”西南财经大学市场营销
系主任周晓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储朝晖等专家的观点十
分明确。

周晓明表示，学生时代是孩子
们接受校园教育、自我成长的过
程，广告等过多的商业行为会影响
到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甚至会影响
他们价值观的养成。更需要重视
的是，前述情况不只出现在高校
里，还出现在了一些中小学里。

储朝晖建议，高校引进APP时
要理性且谨慎，不能为了迎合信息
化潮流引进一些粗制滥造的APP，
应以签订协议等方式，改善APP使
用环境，规范商家广告。易鑫也认
为，APP进高校应有严格的规定和
审核程序，校园APP中可以出现一
些图书、公益活动的推广，但不应
出现商业广告，更不能出现借贷、
收费服务、游戏等内容。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将部分引
进APP的权利交与学生，学生是
APP 的主要服务对象，或许可以

“让使用者参与决定使用何种
APP”。

（据新华社）

打热水连WiFi都要先下APP，学生信息咋成“唐僧肉”

APP 有点多 学生们很是无奈

打热水一个APP，
发学分一个APP，跑步
一个APP，连无线网络
一个APP，刷网课一个
APP……在一些高校，
原本为方便师生、提高
效率的信息化手段在
实际管理和运营中却
出现了过度倾向：一个
个打着“智能便捷”“强
制使用”“学分挂钩”旗
号的手机APP逐渐编
织成一张网，将许多
大学生裹挟其中：有
的粗制滥造，存在不
少漏洞；有的视学生
市场为“唐僧肉”，投
放各类奇葩广告；有
的僵化管理，让学生
自行承担损失……

“同学们不会原谅我的！”10月
下旬的一次手机故障，让刚上大学
一个多月的小敏（化名）感到自责
和恐慌。她不敢告诉全班同学，第
一次第二课堂活动时，她没能及时
通过APP给大家发学分，并被学校
管理该APP平台的学生干部告知

“不能补发”，相当于这次的学分作
废了。

小敏是西部某211高校的大一
新生，该校为鼓励学生参加课余活
动，提升综合素质，使用名叫“到梦
空间”的APP记录第二课堂学分，
并规定学生在大三结束时获得不
低于300分方可毕业。“到梦空间”
官网显示，与该校一样已申请和使
用该APP的国内高校有近300所。

然而，这件“助力第二课堂成
绩单制度改革”的好事，在部分学
校的运营实践中却遇到了“一刀
切”管理。

尽管“到梦空间”客服表示补
发学分技术上可行，并已明确同学
们参加了该活动的事实，大一大二
其他班级也出现过此类的学分漏
记情况，但小敏学校和学院管理该
APP 平台的学生干部依旧表示，

“学校有规定，都不能补发。”
记者在华为手机应用市场查

询十余款高校强制使用的APP发
现，容错性低、体验不佳是普遍现
象：每一款APP的评分都徘徊在最
低分“一颗星”边缘，吸引了成百上
千条的学生吐槽，其中评论量较高
的APP易班共获得4935条评论。
学生纷纷表示“作为部落负责人，
我压力很大，出点什么疏忽怎么对
得起同学们的学分？”“刚跑的1600
米成绩居然没了，又得重跑一次”

“最少充100元，快毕业了根本用
不完”“经常吞帖，刚发的博文马上
就消失不见了”……

“一刀切”管理 损失多由学生承担 学生成“唐僧肉”多个APP争相分羹

记者采访全国多个省份、多所
高校的大学生发现，他们往往一个
人被强制下载4个左右的APP，如
考核学生体育锻炼的就有阳光体
育服务平台、运动世界校园、觅动
校园、步道乐跑，还有与教学或学
分有关的U校园、易班、PU口袋校
园、学习通，连接校园无线网络的
哆点，热水卡充值的校园热水等。

“一是很麻烦，下载这么多
APP 也就一两个有用；二是这些
APP良莠不齐，有的变相推广付费
功能，有的含大量广告。”今年念大
一的师范专业学生小付说出了大
家被强制要求使用APP的心声。
他的手机上有6个APP，分别是易
班、步道乐跑、PU口袋校园、超级
课程表、学习通和U校园。

“大学校园是我国最具消费竞
争力的市场之一，很多消费类APP
创业公司都将第一个市场放在大

学校园。”西财智库研究员易鑫认
为，当前大量APP进高校，实际上
是移动互联网企业的一种商业模
式，其流量经济造就了巨大的广告
宣传平台，因此这些APP多涵盖大
量游戏、购物，甚至一些游走在法
律边缘的产品广告。

记者随机挑选前述APP中的
三款：阳光体育服务平台、U校园、
哆点。这三款APP在每次点击进
入时均会自动跳出广告，具体涉及
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白酒、化妆
品、快餐等商品，以及论文写作网
站、抢票软件等其他内容。

其中哆点除连接无线网络的功
能外，几乎通篇广告，其首页就包含
培训机构、购物、抓娃娃等共计15个
广告，其官网更是直接显示其产品
定位为“精准全国高校的场景广告
平台”，相关高校用户有吉林大学、
重庆大学、西北大学等20所。

商业牟利让智慧管理变了味儿教学或学分有关APP

U校园 易班 PU口袋校园 学习通 到梦空间 ……

考核学生体育锻炼APP

阳光体育平台 运动世界校园、觅动校园 步道乐跑，……

热水卡充值APP

校园热水 塔内生活 咔咔校园 ……

连接无线网络APP

哆点 共享精灵 ……

……

碱性食品号称能“孕育男宝”
上海白领孙女士自称是“碱性

食物爱好者”。在她眼中碱性食品
近乎可以与健康食品画等号。

“肉、蛋、甜点一类食物是酸性
食物，而蔬果是碱性食物。现代人
生活习惯导致很多人身体偏酸，多
吃碱性食物能防癌。”孙女士说，这
套说法身边不少人都持赞同态度。

记者在淘宝网上用“碱性食
品”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弹出的各
类食品和保健品多达100页，一些
产品月销量超过1000件。

一款名为海洋力量的碱性胶囊
更声称，其功效能“转化碱性体质，

孕育活泼男宝”，其原理为“当女方
为碱性体质时，Y染色体精子的竞争
力将大大增强”，而产品成分仅为

“全墨角藻”“螺旋藻”“小球藻”。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

长徐丛剑表示，自己从未听过服用
碱性食品能够有助于“生男孩”的
医学论证。不仅如此，这些碱性食
品价格不菲，成分也并不稀奇：一
款名为“青梅精”的产品450克售
价近2000元，原料仅为梅肉；一罐
原料为小麦草的300克酸碱平衡
瘦身粉卖到了539元……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
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范志红表示，一

些标榜碱性的食品和保健品并没
有宣传的那么神奇。

“人的体质并无酸碱之分”
多位专家表示，人的身体并

无酸碱体质一说，服用碱性食品
也并不能改变人体的酸碱值。“人
身体各部位的体液酸碱度就不一
样，比如胃液是酸性的，血液是弱
碱性的，小肠内的环境也是弱碱
性的，不能一概而论。”范志红说。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
主任陈伟也表示，医学上并不存
在酸碱体质一说。不属于临床疾
病的正常人血液的酸碱度相对恒
定，PH值一般在7.35至7.45，偏离
一点都属于不正常。“人体对身体
的酸碱度非常敏感，血液PH值偏
酸0.1就被称为酸中毒。酸中毒是
一种急症，常常因为糖尿病、呼吸
受限、乳酸中毒引发，往往会危及
生命，那时吃多少碱性食品都没
用，必须到医院进行救治。”他说。

但从化学角度上看，食物本身
确实有酸碱之分。陈伟补充说，酸
碱并非味觉上的区分，而是食物被
身体代谢或燃烧后留下的一些灰
分，就好比柴火燃烧完后，留下一
些灰渣。灰分的酸碱值才是人们
常说的划分酸碱性食品的标准。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医师邢小平把人的身体比作一个
动态调节器，正常人吃碱性食品
根本无法达到调节身体酸碱值的
作用。“吃下偏碱性的食品后，身
体会有一个代偿机制。一般人的
代偿机制不会出现问题。就算服
用碱性食物，身体的PH值也会保
持在合理范围内。”

陈伟解释说，血液、肺、肾等
会利用呼吸以及身体里的碳酸
盐、磷酸盐、血红蛋白等进行缓
冲，实现各部位的酸碱度调节。

养生保健需科学态度和精神
在陈伟眼中，酸碱体质理论

之所以能有一定市场，是因为人们
有意无意混淆了一些概念：呈碱性
食物大多是植物类的，有人则认为
这样的膳食结构更有助于防止慢
性疾病。

“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只是为
了追求碱性体质，天天吃小苏打就够
了，但人们并不会因此获得健康。”陈
伟建议，日常饮食无论是所谓酸性还
是碱性食品，都应该多元化搭配，平
衡膳食。“无论是只吃碱性食物，或是
只吃酸性食物都不科学。”

范志红提醒说，一些商家利用
消费者对疾病的恐惧心理，以一种
貌似合理的宣传方式建立起疾病
和酸碱体质的相关性，试图给消费
者洗脑，进而推销自己的产品。

在她看来，人们对健康生活的
追求可以理解，但切莫盲目相信一
些错误养生理论。“养生保健也需
要有科学态度，除了膳食外，心理
健康、良好生活习惯、适量运动都
是必不可少的。” （据新华社）

碱性食品网上热销“真有效”还是“真忽悠”？
据报道，近日美国“人体酸碱体质理论”之父罗伯特·

欧·杨因使用该疗法延误病人治疗被判处巨额赔偿金。但
在国内一些电商平台上，所谓“碱性食品”仍然大行其道，
标榜其产品具有“转化碱性体质，孕育活泼男宝”“溶解身
体结石”“预防癌症”“强化免疫细胞”等功效。“碱性食品”
到底是“真有效”还是“真忽悠”？记者进行了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