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家住圣荣广场的刘
女士向本报反映，最近家中新
换了智能电表后，不仅显示数
值太多，不知道电费咋计算，
而且有时家中电器处于待机
状态，电表也照样走字，不禁
怀疑电表走得“太快”。

“原来家里电表上所用
电量都一目了然，可最近刚
换了智能电表，数据太多，完
全看不明白了，”刘女士说，
与之前相比，自家的用电量
也明显感觉要多了。“前几
天，我出门前特地看了下电
表数字，明明外出没用电，表
咋还照走呢？”

针对刘女士的疑问，记
者专门咨询了潍坊供电公司
的相关工作人员。据介绍，现
在更换的电表属于单相费控
智能电能表，具有电能量计
算、数据处理等功能。“它能
记录市民用电习惯，方便市
民更准确的地了解家中的用
电情况。同时，它实现了分时
计量，适应阶梯电价”。

在智能电表上，记者看
到，电表上方是一个小的显

示屏，不时显示出“当前—总
电量、剩余金额、时间、电价、
尖谷平峰各段的电量”等字
样。对于市民如何计算用电
量的疑惑？据介绍，市民只需
查看一下智能电表显示屏上
方出现“当前—总”时显示的
度数并记录下来。经过一个
小时后，市民再次查看“当
前—总”时显示的度数。两次
记录数值产生的差值就是该
市民一个小时的用电量。出
现“尖、谷、平、峰”的字样时，
也是尖谷平峰各个时间段所
用的累计电量。如“尖”是指
10点半至11点半、19点至21点
两个时间段的累计用电量。
同样，市民记录一段时间内
两次数值，就可以计算出该
时间段内，尖段所用的用电
量。

而在显示屏下方共标示
了四个功能模块，分别是脉
冲、跳闸、红外和报警。其中，
脉冲信号灯闪烁表示正在用
电；当用电量超过负荷时，
跳闸信号灯就会亮起；而当
电量电费余额不足时，电表
上报警灯便会自动闪烁。

而对于刘女士“家电待
机智能电表照走”的疑惑，
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
智能电表的灵敏度较高，计
量准确，连待机耗电等微小
电量都能精确计量，如插排
未用，指示灯仍亮时。因此提
醒市民，对长时间不使用的
家用电器，最好切断电源，不
仅节电，更利于安全。

市民生活中不经意的
用电习惯造成巨大浪费，
对此专家提醒市民在生活
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很多市民在使用
插排、手机充电器时，未
及时切断电源。在这种情
况下，只要指示灯仍亮，
就在耗电。因而用完记得
拔掉电源插头。

2、夏天来临后，很
多市民会选择空调降温防
暑。但空调温度不宜设置
过低，建议夏季空调温度
设定在26～28℃，夏季空
调调高1℃，如每天开10

小时，那么1 . 5匹空调机
可节电0 . 5千瓦时。

3、在选购电视机、
热水器、冰箱、空调时，
记得挑选变频的或者有节
能标识的产品。另外，当
市民外出时，尽量不要让
电视机、热水器等家电处
于待机状态。

4、家电最好定期进
行清洁。如果家电长久不
用，就会堆积产生大量灰
尘，导致机器在再次使用
时发热量过大，能耗增
多，闲置一段时间后的家
电最好清洁之后使用。

家里没用电器电表咋还走字
工作人员称，智能电表较敏感，能“捕捉”微小电量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现
在很多家庭存在着家中无
人时，家电关机却不断电的
情况，这些不经意用电习惯
都会造成巨大的电量浪费。

5日，记者来到福寿街
工商银行宿舍杨女士的家
中。在查看电表后，记者看
到杨女士智能电表显示数
字为276 . 49千瓦时(度)。而当
记者拔掉热水器、饮水机、
电视机、电源插排等所有电
器后，杨女士家中处于零用
电状态，在一个小时后，电

表数据未发生任何变化。
随后，记者又重新调整

杨女士家中电器的使用情
况，使其处于平时外出后的
使用状态。各个房间的电
源插排打开但未用电、热
水器、饮水机等均处于待
机状态，在两个小时后，
电表数字增加0 . 16度。而
当把冰箱也打开后，在20

分钟后，电表数值就增加
了0 . 11度。杨女士在粗略
计算后，难以置信地说，
“家中无人状态下，一个

月就白白花掉了128元的电
费，实在太惊人了”。

而记者也在一项调查
中看到，当市民家中拥有21

英寸电视机、34英寸电视机、
DVD机、立式组合音响、台
式音响、无绳电话、传真机、
手机旅行充电器、17寸电脑
显示器、电脑主机、电脑音
响、打印机、饮水机、微波炉、
电磁炉、洗衣机、空调时，电
器待机状态下的耗电量大约
为每月105度，即使只拥有一
半，每月也要超过50度。

记者调查

家电关机不断电 月耗电量可达50度

节点小妙招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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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日日，，杨杨女女士士家家中中电电器器仅仅电电视视处处于于待待
机机状状态态，，4400分分钟钟后后，，数数字字增增加加了了00 .. 0011度度。。

55日日，，杨杨女女士士家家中中电电器器全全部部关关掉掉后后，，
电电表表显显示示的的电电量量。。

本报记者 董惠 秦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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