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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精读

汽车暴晒至50℃，四种降温方式实验大起底

连连续续开开关关车车门门和和开开启启空空调调 内内外外循循环环最最有有效效

十分钟过后，车内温度回升
到42℃左右。记者在前挡风玻璃
上装了一个遮阳板。车子在太阳
下晒了两个小时后，记者发现，车
内温度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保持
在42℃左右。

省城一家汽车装备店工作
人员说，遮阳板通常用锡箔制成
能挡住80%的太阳强光，使用它

可以有效地阻挡热量。只要打开
遮阳板，把吸盘吸在玻璃上即
可。

该工作人员说，车主在停车
时，要考虑到尽量防止车辆在烈
日里暴晒的问题，把车停放在阴
凉通风处。同时，在夏天洗车时，
可以清洗一下水箱，去除附着在
上面的杂物，这样发动机更容易

散热。
此外，除了之前介绍的方

法，还有一项零成本的降温方
式。车主停车后，如果不想再次
开车时车内如火烤，可以考虑给
四个车窗各留1～2厘米的缝隙，
方便空气流通，再次进入时，车
内就不会像平常紧闭的时候那
么热了。

文/片 本报记者 孟燕

20日，省城热得一发不可收
拾，当日最高温35 . 7℃，而午后的
公交车厢内则达到了50℃左右。
32岁的127路驾驶员王建伟抹了
一把额头和下巴上的汗水，继续
投入运营中。这是他当公交驾驶
员的第二个年头，每一个“挥汗如
雨”的夏天都让人难忘。

公交车厢内50℃，

汗水流个不停

20日12点50分，在济南西北
部公交大魏停车场，王建伟正在
做发车前的准备。“天儿太热，摸
摸车皮都烫人。”他一边自言自
语，一边用刷子蘸水刷轮毂，给轮
胎降降温。

王建伟驾驶的127路公交车
是一辆“红长江”，这个“老伙计”
在济南炎热的夏天里驾驶起来
已经不那么轻松了。它“服役”了
12个年头，明年将退役，由于车
辆年限较长，为了防止水箱高
温，每跑一圈回来，王建伟都需
要用水冲水箱和轮胎，给车辆降
温。

下午1点8分准时发车，座位

和扶手都烫人，因为天太热，连上
车的乘客都显得有些无精打采。
王建伟挺了挺腰板，白色的工装
已经湿了大半，而下巴上“聚集”
的汗水已经开始滴个不停。

下午1点半左右，车厢内的温
度已经飙升到了50℃，记者的温
度计已经“爆表”。在省立医院附
近遭遇堵车，闷热的车厢里“蒸桑
拿”让人感觉烦躁。“天本来就热，
驾驶员情绪一定得平和。”王建伟
强调。

“吹空调”“蒸桑拿”，

这都是工作

在济南这样的酷暑天里，加
上堵车，王建伟每天至少要在车
上坐9个小时，蒸9个小时的“桑
拿”。一天跑6圈，127路一圈1个半
小时左右，有时候堵车会跑2个小
时。“如果遇到早高峰或堵车，休
息时间就少了，有时候甚至不能
下车又到点跑另一圈了。”

对于这样的“蒸桑拿”生活，
王建伟说他已经适应了。每天早
晨4点半就起床，提前1个多小时
检查车辆。“老长江车况不太好，
怕打不着火，得早点来拾掇下。”
王建伟说，每天傍晚6点半收车
后，回家陪着5岁的儿子玩一会儿
是最幸福的时候。在车队里，王建
伟是个“传奇”。他工作仅有两年，
连续20多个月都是5星级驾驶员。
这在公司里也比较少见，谈起自
己的“荣誉”，王建伟有些腼腆。

“确实挺辛苦！其实，坐办公
室吹空调也是工作，我们开车运
送乘客也是工作。苦点累点，得先
把自己的事做好。”王建伟说得很
朴实。

入伏以来，济南及周边地区动辄
35℃以上的高温闷热天气，而海洋极地
世界内保持26℃恒温，与室外形成两重
天。北极熊、企鹅、海狮、海豹、海象、白
鲸等极地海洋动物在此安家。

极地动物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
“冰山来客”——— 北极熊。记者注意到，
为给它避暑降温，熊室里早已摆上了
大大小小的冰块，北极熊可以躺在冰
块上美美地午休，时不时还会张大嘴
巴啃几口冰块过瘾。另外，工作人员还
为它们准备了西瓜、苹果、西红柿等消
暑食品，既健胃又消食。馆内温度也控
制在零度以下。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摄

本报讯 省城气温不断攀升，天
气炎热，济南公交三分公司六队71路
孟家站点设立环卫工避暑纳凉点，邀
请荷花路附近的环卫工前去纳凉避
暑。71路公交孟家停车场位于历城区
华山街道办事处孟家村，紧邻荷花路，
公交站房内配备有空调、航空椅以及
自来水池，方便环卫工休息和洗漱，同
时提供防暑降温物品。济南公交一分
公司六队开辟会议室欢迎附近环卫工
人来车队临时纳凉休息，并提供绿豆
汤、酸梅汤、菊花茶以及冰糕、西瓜等
防暑降温物品。 (孟燕)

车车厢厢内内5500℃℃，，一一天天坐坐99小小时时
公交驾驶员每个夏天都“挥汗如雨”

人都受不了，

北极熊咋避暑？

公交车队为环卫工

提供纳凉点

13时，济南户外实时温度为
35℃。记者选择了一辆停在烈日
下暴晒了三个多小时的私家车进
行实验。当记者打开车门时，能明
显感到一股热浪袭来。温度计测
量显示，此时车内温度高达50℃。

记者首先选择了“连续开关
车门”进行降温。记者先将驾驶座
的窗户摇下，然后把副驾驶室位
置的车门反复开关10次，挤出热
空气。

两分钟过后，车内温度下降
至45℃。大约3分钟过后，车内温
度降至43℃。实验表明车门开关
法虽能起到车内降温的作用，但

对于想要快速降温的预期理想效
果要差一些。

记者发现，此方法降温快，开
关车门的次数必须在十次左右才
能达到效果。想要将温度降至与
车外温度相近，需开关车门十多
次。温度下降后，车内的空气温度
虽然降下去，但是车内座椅、内饰
依然温度不减。

此次实验的原理和空调类
似，因为热空气浮在冷空气上，开
关门把大量低于车内热空气的冷
空气带入，反复十次，加强了车内
和车外空气流通，使热空气快速
排出所以降温很快。

开窗、连续开关车门，三分钟温度下降7℃

20分钟过后，车内温度回升
到了48℃。记者进行了“喷洒低浓
度酒精”实验。记者准备一个化妆
水喷壶，装入四分之三的水后又
倒入10毫升左右的酒精。

记者先将车门打开后，拿酒
精水在驾驶及副驾驶区各喷四
下，然后紧闭车门和车窗。两分钟
后，电子温度计测得温度45℃，记
者上车后感觉仍然非常闷热，车
内酒精味比较重，降温感受并不
明显。

记者迅速开窗后，酒精味才
得以慢慢挥发。对此形式，有业内
人士也指出了一定的担忧：虽然能
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也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酒精属于易燃液体，
这样降温后，由于车内空间太小，
置换出的热量还在车内，酒精很容
易依附在座椅上，当达到一定的浓
度且车内温度太高时，比较容易自
燃。而且喷洒酒精还要考虑到酒
精的质量，如果酒精不合格也会
对内饰形成损害。

车内喷洒低浓度酒精，两分钟后降温3℃

比起开关车门及喷洒酒
精，利用车自身的空调内外循
环系统，降温速度及效果相对
明显。

等待车内温度再次恢复到
48℃后，记者先把车窗全部打
开，然后开启了车内的空调外循
环模式，把风量调到了最大。一
分钟过后，车内温度下降到了
43℃。等车内外温度基本一样的
时候，记者再关窗开内循环。2分
钟后，电子温度计稳定在38℃，
降温幅度达10℃。

记者发现，此种方法下，车
内外空气流通明显加快，温度
降下来后，在车里的感觉也比
较舒服。

车子前挡风玻璃装上遮阳板，晒俩小时温度没有上升

先后开启空调内外循环，三分钟后降温10℃

晚报实验室
联合主办：央视财经频道

盛夏时节，不少车主的爱车停放在太阳下不一会儿，整个车子就会像个蒸房，坐进车内更像是在“蒸桑
拿”。如何能尽快给爱车降温，网传了各种“退烧”攻略，哪一种更有效？20日，记者准备了温度计、稀释酒精、遮
阳板等，选取下午1点，车内温度达到50℃时，实地验证了各种方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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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张子慧

20日下午1点半左右，车厢内温度高达50℃，记者的温度计“爆表”了，王建伟的工装已经湿透了。

装上遮阳板暴晒俩小时，车内
一直保持在42℃左右，没明显上升。

下午1时，经过几小时暴晒，车
内温度到了50℃。

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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