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开车车之之前前先先预预热热，，用用火火烤烤车车不不可可取取
有车一族们，大冷天里您的热车方式正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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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受寒潮影响，
商河气温急剧走低，不少
有车族会在春节期间带
着家人回农村老家过年，
但很多车主在车辆驾驶
和维护过程会遇到种种
问题和疑惑。天冷了，开
车之前需不需要热车？选
择什么样的冷冻液最合
适？车窗玻璃上的结冰怎
样去除最省事？对此，本
报记者咨询了商河县钱
隆汽车后市场的工作人
员王福杰，就大家关心的
问题进行了解释。

最近，市民刘先生遇见
了一件让他纠结的事情。早
在一周前，同学就和他商量
想要过年的时候开他车去女
朋友家一趟。刘先生提到，同
学的女朋友是青岛人，同学
今年自己开车去提亲。刘先
生担心路途较远，同学自驾
途中出现意外。如果不借，又
怕影响同学感情。刘先生说：

“我看见网上说要是出点问
题，车主要承担连带责任，同
学开车技术我也不了解，还
得走高速啥的，还真有点不
放心。”

对此，刘先生咨询了相
关律师，律师告诉他，如果发
生事故是司机的主要责任，
由于车主未能管理好自己所
有的车，将车让别人驾驶，未
能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注
意或管理义务，存在过错，车
主就要承担连带责任。律师
说：“如果司机酒驾或者无证
驾驶，车主承担的连带责任
就大了，所以借车要慎重。”

不仅仅是刘先生，很多
市民都会遇到这样的难题。
市民王女士刚买了一辆新
车，大年初三的时候朋友说
是给她“跑高速练车”，开车
外出的时候不小心把车给碰
了，除了保险外，还花了3000

元，令王女士心疼不已。王女
士说：“当时为了不驳面子，
弄得一大把票子没了，以后
借车得注意，别为了面子丢
了票子。”

市民王先生一直有冬天开
车之前热车的传统，但最近他在
朋友圈看到“冬天开车越热车损
坏越大”，这使得他开始怀疑自己
多年来的热车习惯。王先生说：

“天这么冷，开车之前到底需不需
热啊？如果需要应该怎么热？”

对此，王福杰说，冬季气温

下降，开车之前热车十分有必
要。热车的主要原因在于，车经
过长时间停放，发动机内的机油
又流回发动机下部的机油底壳
内。因此，点火后，发动机的上半
部是没有机油、缺乏润滑的状态，
如果立即上路会对车辆造成损
坏。大约要在发动后30秒，才会将

机油运送到发动机最需要润滑
的活塞、连杆及曲轴等部件处。

王福杰说：“现在，很多车主
开车之前会选择热一下车，但一
半以上车主的方式不对，很多车
主存在热车时间过长、原地怠速
等问题。”王福杰解释说，冬季汽
车打火以后，不要长时间怠速，

原地启动1分钟左右就应缓慢行
驶，引擎转速在2000转左右，等
运行两三公里后，车辆的基本性
能开始恢复后再加速行驶。王福
杰说：“很多新车主会开着暖风
热车，根本没必要，车辆刚开始
行驶时暖风作用不明显，还容易
造成车损。”

入冬以来，不少市民已经
给车辆加上了防冻液。家住龙
桑寺镇的李先生，早在11月份
就给自己的爱车加上了-25℃
的防冻液。前几天，受寒潮影
响 ，商 河 最 低 气 温 降 到 了 -
2 0 ℃以下，李先生早晨开车
时 ，发 现 车 辆 竟 然 有 上 冻 迹
象。李先生说：“之前的防冻液
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是今年

天太冷，还是我买到了假防冻
液？”

据了解，曾有不少车主在更
换防冻液时遇到过防冻液掺水
的情况。王福杰认为，李先生除
了有可能买到假的防冻液外，另
一方面是因为添加型号偏低。目
前，市面上的防冻液冰点在-
15℃至-65℃之间，车主应尽量
选择冰点比当地温度低10℃以

上的防冻液。王福杰说：“目前，
我们汽车后市场在汽车保养维
护时所使用的防冻液冰点在-
4 0℃左右。搁在往年，- 2 5℃
的也可以，只不过今年天气太
冷了。”

王福杰还提到，防冻液大致
有两类，一类为浓缩液，需要兑
水使用；另一类为即买即用型，
使用时无需兑水。每个厂家有自

己品牌的防冻液，尽量添加原厂
的防冻液，各种防冻液尽量不要
混合使用。使用不同品牌防冻液
时，应尽可能将冷却系统内的防
冻液放干净。

很多车主在保养车辆时会
咨询防冻液需不需要更换，王福
杰说：“新车防冻液不用年年更
换，一般更换周期在两年左右，
两年更换一次即可。”

刚刚搬进鑫隆帝景城的陈
先生没买地下车库，车辆一直放
在单元门前的地上车库里。上周
五的一场降雪过后，陈先生发现
车辆的挡风玻璃上结了一层厚
厚的冰花，车窗上的雨刷也被冻
得严严实实。为了除去冰花，陈
先生开暖风足足吹了15分钟。陈
先生说：“玻璃上的冰冻得老厚，
开暖风一时半会儿还真融化不
了，怕伤玻璃，又不敢拿其他东

西硬刮。”
王福杰表示，可以用一些较

硬的塑料板刮，现在也有专门
的玻璃冰霜铲，使用起来更加
方便、快捷，而且不冻手。但在
除 冰 雪 时 ，要 防 止 把 玻 璃 刮
伤，塑料刮片或玻璃冰霜铲不
能来回刮，应该向同一方向推。
王福杰说：“我听说现在市面上
有专门的除冰剂，也可以运用化
学方法除冰。”

如果遇到玻璃结冰的情况，
车主们最常用的方法是开启暖
风除冰。启动车子，当发动机水
温 上 升 后 ，用 暖 风 吹 挡 风 玻
璃，慢慢将冰层融化。王福杰
提醒车主，这种方法有一定的
弊端，就是费时、费力、费油。

“之所以窗户上容易结冰，是
由于车内外温度不一致，车内
温度较高造成的。”很多车主
用完车后，立即锁上车走人，

这时车内温度较高，密闭环境
下湿度增大，遇冷凝结后易结
冰，所以，停车后应等车内温度
降低一些再关车门离开。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市民在
挡风玻璃上盖一些遮挡物，第二
天早上开车之前揭掉即可。据了
解，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挡风玻
璃伴侣”，耐-40℃低温，双面抗
冰霜防雪冻，成了不少有车一族
的新选择。

相较于汽油车，进入冬季后
不少柴油车的打火成了难事，上
周的极度寒潮使得不少柴油车
出现“趴窝”现象。赶集卖鞋的
张先生上周六打算外出赶集，
早晨发动车辆半天没有启动
起来。张先生拿火烤，用“小太
阳”吹，折腾了俩小时也没发动
起来。后来，换了新电瓶才算完
事。张先生说：“一入冬我就更换

了-10＃柴油，没想到还出现结
冰现象。”

此后，张先生四处寻找-20
＃柴油，在沙河、燕家、龙桑寺等
多地打探都没有找到-20＃柴
油。加油站的工作人员王女士
说：“一般情况下，在咱这儿加-
20＃柴油的车主很少，所以我们
一般不囤货，今年是个特例。”

王福杰说：“前几天很多柴

油车走着走着就冻住了，很多人
都用火烤，这是不正确的。一旦
遇到油箱漏油，极有可能造成其
他事故，车主最好选用非明火装
置取暖。”王福杰提醒车主，可以
给车辆安装一个暖油装置。早晨
开车时，拧开钥匙先进行预热，
等预热灯熄灭后再打马达，如果
气温太低，车主可以多几次预热
操作。如果一次打火不要时间太

长，不启动一定要等一会儿再打
火，让电瓶缓一缓，以免损害电
瓶。

进入冬季之后，前往钱隆汽
车后市场保养车辆的车主增多，
一天能达到三四十人。王福杰
说：“近几年，农村车辆迅速增
加，每个村一年能增三五辆，过
年路上车来车往，大家出行一定
要注意安全。”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气温低难买-20＃柴油，油管结冰忌用火烤

相关链接

停车后别立即走人，等温度降降再关车门

防冻液不用年年换，使用时要注意冰点

开车之前先热车，五成车主方式不正确

过年借车隐患多

别为面子丢票子

及时添加防冻液在冬季对车辆尤其重要。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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