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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车内内高高达达6600℃℃，，咋咋降降温温最最有有效效
记者实验：先后开启空调外、内循环，3分钟能降温10℃

酷夏行车

当心爆胎自燃

本报记者 王兴飞

防爆胎调胎压最实用

酷夏时节，是车辆爆胎最高发
的时候。为了提高行车安全，不少车
主想通过给轮胎充装氮气的方法降
低爆胎风险，对此，山东省高速交警
总队王海波介绍，给轮胎换充氮气
的作用极为有限。“在正常的空气成
分中氮气占78%，轮胎充单一氮气
和外界空气比起来区别并不大。”王
海波表示，和给轮胎换充氮气相比，
到4S店里为车辆调整胎压更实用，
夏天，车胎的胎压应该比冬天胎压
低。车主应该养成按季节调整胎压
的安全行车习惯。在炎热的夏季，更
应注意经常检查轮胎，发现轮胎带
伤，应及时修补或更换。

打火机香水等莫放在车内

夏季还是车辆自燃高发季节，
为了避免夏季车辆自燃，王海波提
醒，车内不要存放打火机等易燃易
爆物品，另外，香水、花露水等物品
中含有一定的酒精成分，容易在高
温状态下挥发自燃，不宜存放在车
内。同时，一些罐装碳酸气体饮料最
好也不要在密封状态下放置在车
内。

“有一件物品驾驶员可以放置
在车内，就是墨镜。”王海波称，酷夏
行车，特别是高速公路上，驾驶员常
会面临阳光正对行驶方向导致视线
受到影响，这种情况下，驾驶员可以
视实际需要放下遮阳板或使用墨
镜。“太阳镜应购买正规产品，避免
劣质眼镜带来视觉上的偏差，另外
驾驶员一旦发现自己有眼疼、流泪
等眼疲劳症状，应尽早驶离高速公
路并停车休息。”

莫服含酒精的藿香正气水

王海波称，酷夏时节，为了避免
中暑，部分驾驶员会服藿香正气水
以保持头脑清醒，但这一点对驾驶
员来说并不可取。

“普通藿香正气水中含有酒精
成分，由于个人对酒精的耐受能力
不同，饮用过量藿香正气水容易导
致另类酒驾。”王海波称，不管是饮
酒还是服用藿香正气水，只要驾驶
员经检测达到酒驾标准，即面临酒
驾违法处罚。

“驾驶员可以选用不含酒精成分
的藿香正气水或其他防暑饮品，以避
免可能遇到的酒驾处罚。”王海波称。

没没汗汗也也没没觉觉热热，，老老人人在在家家竟竟中中暑暑
专家：老人对温度不敏感，防暑不能只凭感觉

本报记者 李钢

13日，入伏第一天，我省
就开启“火炉模式”。不少市民
直喊“热晕”了，而不少老人虽
没觉得特别热，但他们更容易

“中暑”。这不，75岁的孙老先
生一直在屋里，没觉着多热，
却出现中暑反应。专家提醒，
老人身体的温度调节功能下
降，更要注意防暑，尤其要适
当补水，小心“隐性脱水”。

“知道这两天入伏，天热，
就想着少出门，没想到一直呆
在家里，还出现中暑情况。”这
让家住济南长清的孙老先生
有些不解。为孙老先生检查的

医生称，老人出汗太少，所以
体温升得挺快，自己要中暑了
却未察觉到。

“最近每年中暑的患者
中，以老人居多。”济南市第四
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主任赵
丽梅介绍，随着人们防护意识
的增强以及国家对职业保护
要求更加严格，职业性中暑已
经减少很多，相反，中暑的老
年患者开始增多。

济南市急救中心专家李
立新介绍，老人体温调节能力
差、对体内环境感知能力差，
又不能及时补水、补盐，因此
更容易中暑。

“有很多老人就是在室内

中暑的。”赵丽梅说，有的老人
因节省电费不舍得开空调，
而 有 的 可 能 是 因 有 其 他 慢
性病不敢开空调。“老年人
机能下降，对温度的感觉不
那么敏感，出汗少，散热不好，
可能已有中暑先兆，自己感觉
还不明显。”

三伏天专家提醒老年人
要尤其注意。外出前要注意高
温预报，遇高温天气，尽量减
少外出。如果非要外出一定要
带上防暑工具，年老体弱者外
出一定要有家人陪同。

如果是在室内，要注意保
持室内空气流通。每日早晚开
窗通风，中午气温高时可关窗

开空调，但室内房门不要关，
以利于空气流通。老年还可以
选择用凉毛巾擦拭身体或用
毛巾包好冰块（包裹好的冷冻
蔬菜也可）在手腕、面部和脖
颈处摩擦揉搓等方式降温。

此外，保障睡眠、清淡饮
食也有助于预防中暑。

“老人尤其要注意补水，
最好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
法，每次以不超过300毫升为
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专家
杜慧真提醒，老年人由于口渴
等感觉变迟钝，往往难以发现
自己出现脱水症状，所以更容
易进入“隐性脱水”状态，也就
更容易中暑。

相关新闻

实验二：

开窗连续开关车门，1分钟下降5℃

15分钟后，车内的温度
又飙升到60℃。记者又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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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钟过后，车内温度
下降至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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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酒精降温效果要好一些，
但是开关车门的次数必须在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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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
空气温度下降后，车内座椅、
内饰依然温度不减。

实验一：

车内喷低浓度酒精，3分钟后降4℃

13日中午1点半，当时车
内的实时温度高达60℃。

记者准备了一个化妆水
喷壶，装入四分之三的水后
又倒入10毫升左右的酒精。
记者将车门打开后，拿酒精
水在驾驶及副驾驶区各喷4
下，然后紧闭车门和车窗。3
分钟后，电子温度计测得温
度56℃。虽然降了4℃，但是

记者在车上仍然感到非常闷
热。

一分钟后，记者打开车
窗，酒精味慢慢挥发。对于

“喷洒低浓度酒精”的实验，
省城一家汽车4S店的资深店
长认为，这种方式虽然能起
到一定的效果，但酒精属于
易燃液体，因此用此办法存
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实验三：

开窗开启空调外循环，1分钟也降5℃

车内温度恢复至 6 0℃
后，记者又利用车自身的空
调内外循环系统做了第三次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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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随后记者再关窗开内
循环。2分钟后，电子温度计稳
定在50℃，降温幅度达10℃。记
者在车里呆了10分钟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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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组实验做完，此种方

式的降温效果最为明显。此
外，除了以上三种方法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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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内人士提醒，驾驶员
在停车时，要尽量把车停放
在阴凉通风处。另外，在夏天
洗车时，可以清洗一下水箱，
这样发动机更容易散热。

文/片 本报记者 喻雯

13日下午2点，济南迎来了入夏的最高温39 . 9℃。烈
日暴晒下，汽车内温度可高达60℃。如何给爱车快速降
温，13日中午1点半，记者准备了温度计、稀释酒精等，实
地验证爱车“退烧”的各种效果。实验证明：单从降温快慢
看，开启空调内外循环，效果是最好的。

下午1点半，车内温度高达60℃

高温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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