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习记者 都 芃

电解质消毒液的有效成

分是次氯酸钠，它是由食盐水

经电解后产生的。次氯酸钠

是一种广谱消毒剂，也是 84

消毒液的主要成分，其可以

“对付”几乎所有的细菌、真

菌、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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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裴宸纬

给您提个醒给您提个醒K

在“三八节”大促期间，许多电

商平台针对女性用品，都推出了

力度较大的促销活动，一些消费

者趁机购入了安瓶、面膜等护肤

类产品。

这几年，安瓶在护肤圈的“风”

很大，使用效果更是被吹得神乎其

神。相关广告称，其和精华有着相

似的功效，主打美白、保湿、抗衰等

功效，有的甚至标榜“1 支安瓶等

于 10瓶精华液”。

在广告的“轰炸”下，一些消费

者或许还不知道安瓶是什么，就开

始跟风购买。

那么，安瓶真有如此奇效吗？

为什么它被设计成医院里护士注

射用的小玻璃瓶？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

适合装比较“娇气”的成分

很多所谓“了解”安瓶的人把

它当作是一类产品的名称，但其实

安瓶只是一种包装的名称。

细说起来，安瓶的“瓶”本身就

是一个错别字，因为它的正确写

法应该是安瓿。安瓿是由英语单

词 Ampoule 音 译 过 来 的 ，指 的 是

一次用量的针剂包装。只不过后

来 因 为 被 误 用 的 次 数 多 了 ，“ 安

瓶”这一错误写法渐渐替代了正

确的“安瓿”。

从外形来看，安瓶长得很像打

针时存放针剂的小玻璃瓶。那么，

这样的包装设计有什么优点？

作为一种密封性强、容量小的

容器，安瓶可以使其内部成分与空

气隔绝，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产品

的活性，延长精华的保质期，确保其在使用时发挥出最大的

功效。例如，精纯 VC 这类比较“娇气”的成分就比较适合

被装进安瓶里，否则就很容易氧化失活。

除此之外，这种一次性的包装设计，还可以避免交叉污

染，减少防腐剂的使用，而且非常小巧便携。因为许多医美

类药物需要无菌包装，所以起初安瓶多被用于医美领域，后

来才逐渐被推广到普通护肤领域。

大多是高浓度精华

那 么 ，普 通 护 肤 品 中 的 安 瓶 类 产 品 真 的 有 护 肤 奇

效吗？

其实，安瓶类产品大多是高浓度的精华，与我们平时用

的精华相比，它的浓度或许更高一些。

安瓶类产品和精华、面霜的关系，就像压缩饼干和饼干

的关系，只是在浓度上有区别。但是如果整天吃压缩饼干，

胃肯定会受不了；同理，如果整天用安瓶类产品，皮肤也扛

不住。

精华、面霜的功效是分散、舒缓的，更适合日常使用，而

安瓶类产品适合用来进行密集修护，供“救急”使用，特别适

合第二天要出席重要活动的人。

不过，如若长期、高频次使用安瓶类产品，就会给肌肤

造成过多的负担。

教你选购两大注意事项

那么，安瓶类产品值得普通消费者购买吗？

判断某个产品是否值得购买，主要取决于消费者是否

有相应需求。安瓶类产品的使用效果因人而异，购买时一

定要注意以下两点，避免“踩雷”。

首先，敏感肌肤人群慎买。

安瓶类产品主打功效性，其成分可能会有一定的刺激

性，所以敏感肌肤人群使用这类产品可能起不到修复皮肤

的作用，反而会让皮肤状态变差。对于非敏感肌肤人群，安

瓶类产品可以拿来“救急”，但需注意使用频率不能过高，也

不能长时间使用。

其次，要仔细阅读配方成分表。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含玻尿酸、透明质酸、烟酰胺的安瓶

类产品，这些成分都非常的稳定，没有必要用安瓶进行包

装。明明没有容易失活的成分，还非要用安瓶进行包装，这

就有“智商税”的嫌疑了。而且这样也浪费了不少材料，开

瓶使用时也更加麻烦。

面对良莠不齐的安瓶类产品，建议消费者在挑选时，要

重点注意添加剂的成分。安瓶类产品中添加剂成分的差

异，可能会导致使用效果千差万别。

除此之外，爱美人士需要谨记，护理皮肤是一门慢功

夫，日常的清洁、补水保湿功课不能少，还要注意外出防

晒。养出好皮肤绝不能一味靠使用安瓶类产品，用走捷径

的方式迟早会翻车。

（来源：数字北京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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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甲流进入高发季，许多人开始格外

注意居家环境卫生，对门把手、扶手等重点

部位定期进行清洁与消毒。

一款名为“电解质消毒液”的消毒用品，

近来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颇受追捧，成为继电

解质水后，第二个在网上“走红”的电解质

“家族”成员。

有网友称，电解质消毒液不含酒精，安

全无毒，其不仅可以被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清

洁、除菌，而且还可以被用于除臭。

那么，什么是电解质消毒液？它真的

能够起到消毒作用吗？该怎么正确使用此

类消毒液？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

专家。

电解质消毒液的主要制
造原料是食盐水

提到电解质，人们往往最先想起的是电

解质水。其实，电解质水中的电解质，与电

解质消毒液中的电解质，都是一类物质。

电 解 质 是 一 种 在 溶 液 中 或 者 在 熔 融

状态下自身能够导电的化合物。在日常

生活中，常见的电解质有食用盐、味精、小

苏打等。

“电解质消毒液并不神秘，它的主要制

作原料就是食盐水。”清华大学化学系博士、

科普作家孙亚飞向科技日报记者解释道。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知道，一定浓度

的食盐水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那么电解质

消毒液和食盐水的杀菌机理一致吗？

对于食盐水来说，与其说它是“杀”死

了细菌，不如说是“渴”死了它们。作为一

种电解质，氯化钠（即食盐的主要成分）具

有维持体液渗透压和水平衡的作用。当一

些细菌遇到一定浓度的食盐水后，细菌细

胞膜外钠离子浓度变得高于其细胞膜内钠

离子浓度，为了维持细胞膜内外渗透压平

衡，细胞内的水分会通过细胞膜流向细胞

外，久而久之，细菌就会“脱水”而死。配制

食盐水进行杀菌固然十分方便，但是这种

方式对于诸如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高度耐盐

的细菌却是无效的。

与食盐水杀菌机理不同，电解质消毒液

对细菌造成的是“化学伤害”。

“电解质消毒液的有效成分是次氯酸

钠，它是由食盐水经电解后产生的。次氯

酸钠是一种广谱消毒剂，也是 84 消毒液的

主要成分，其可以‘对付’几乎所有的细菌、

真菌、病毒。同时，这种以次氯酸钠为有效

成分的消毒液还具有除臭、漂白等其他功

能。”孙亚飞告诉记者，次氯酸钠能够破坏

微生物的细胞结构，使其死亡或代谢紊乱；

还可以使细菌中的蛋白质凝固，从而抑制

细菌滋生。

用机器自制消毒液浓度
可控性不高

记者注意到，还有一些商家推出了可以

在家自制消毒液的“次氯酸钠自制消毒水生

成器”，称只需往机器中加入一定浓度的食

盐水，经过机器电解后，即可生成电解质消

毒液用于消毒杀菌，且杀菌率达 99%。

那么，这种机器靠谱吗？

“ 若 按 照 一 定 的 技 术 指 标 进 行 设 计 ，

这种机器可以保证制备出确定浓度的消

毒液。”孙亚飞对记者说，“但是目前国家

并没有相应的标准能够监管此类产品，所

以此类机器制备出的消毒液浓度可控性

不高。而只有浓度达标，才能达到杀菌的

目的。”

记者经调查发现，在某电商平台上架

的消毒水生成器商品介绍界面里，有的没

有标注生成的消毒液的氯浓度，有的标注

出的氯浓度是固定数值，有标注的则是氯

浓度范围。

一款标注出氯浓度范围的消毒水生成

器的商品说明显示，使用 1 克食用盐和 50 毫

升自来水，电解 1 次，有效氯浓度约为 200 毫

克/升；电解 2 次，有效氯浓度是 250—300 毫

克/升；电解 3 次，有效氯浓度是 300—500 毫

克/升。

为了确定消毒液氯含量标准值，在国家

标准全文公开系统中，记者查阅了相关文

件。现行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次氯酸钠发生

器卫生要求》规定，对各类非清洁物体表面

进行喷洒消毒的有效氯含量范围为 400—

700 毫克/升，作用时间 10 分钟到 30 分钟；对

各类清洁物体表面进行喷洒消毒的有效氯

含量为 250 毫克/升，作用时间为 10 分钟到

30分钟。对瓜果蔬菜进行消毒，需使用有效

含氯量 100毫克/升的消毒液，作用时间为 20

分钟；或使用有效氯含量 200毫克/升的消毒

液，作用时间为 10分钟。

“由于上述机器制备出的消毒液浓度可

控性不高，建议大家将这种消毒产品用在卫

生间中，最好不要对手部、食物直接使用。”

孙亚飞提醒道。

“网红”电解质消毒液真有杀菌功效吗

充满一部智能手机需要多长时间？

几年前这个数字还是几个小时，但随着近年来智能手机

充电功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这个时间如今已经可以用

分钟来计算。

2 月 28 日，某知名智能手机品牌在官方微博展示了搭载

先进快充技术的手机产品，宣称其充电功率已经达到 300瓦，

5分钟内就可将手机电池充满。

不仅是有线充电功率在飞速提升，手机无线充电功率相

比早期也有了近 10 倍的增长，一度最高达到 67 瓦。在智能

手机一步步嵌入人们生活的过程中，手机充电技术的飞速发

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突飞猛进的充电功率

伴随着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和更新换代，手机能够实现

的功能越来越多，其性能也越来越强大。这带来的直接后果

之一就是耗电速度的大幅加快。

为了维持手机功能的正常使用，手机电池容量一涨再

涨，从最初的约 1000 毫安时，一路增加到如今普遍的 4000 毫

安时左右，长续航机型甚至可以超过 5000毫安时。电池容量

的大幅增加，刺激了消费者对充电速度的需求。在“机不离

手”的时代，动辄需要数小时乃至一整夜才能“满血复活”的

电池，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对智能手机充电速度的要求。因

此，快充技术应运而生，并迅速得到用户青睐。

北京理工大学网络与安全研究所所长闫怀志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快充技术近年来不断迭代，但

其基本原理其实很简单。“充电功率就是电压与电流的乘积，

要实现快充，即提升充电功率，要么提高电压、要么提升电

流，或者是二者同步提高。”他表示。

在智能手机最初出现时，充电功率大多为 5 瓦，即 5 伏

（电压）乘以 1 安（电流）。当快充技术开始起步时，高电流低

电压方案被广泛采用。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电流相继被提

升到了 1.5 安和 2 安，充电功率也相应增加到 7.5 瓦和 10 瓦。

但电流的继续提升对充电线材有着更高的要求，最初的普通

充电线和充电插头已经无法承载更高的电流，快充技术的发

展路线也在此出现了分化。

部分厂家选择继续沿着高电流、低电压的路线前进，于

是对充电线材进行升级改造，例如增加充电接口触点、加装

IC 芯片等，将电流提升至 5 安，充电功率增加到 25 瓦。另一

部分厂家则转向高电压、低电流方向，将充电电压相继提升

到 9伏、12伏乃至 20伏，把充电功率增加到 18瓦左右。

闫怀志表示，这两种升级方案各有利弊，低电压、高电流

方案对线材、接口技术的要求较高；而高电压、低电流方案的

问题则是效率较低，导致电池发热量较大。

但在不久后，随着手机的充电接口以 Micro USB为主逐

渐转向以 USB Type-c 为主且充电线材也随之得到普遍改

进，以及各厂家在充电算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度研发，最终不

同的快充方案殊途同归，共同走向高电压、高电流路线。充

电功率就此开始一路狂飙，被提升至上百瓦。

在有线充电技术不断刷新着充电功率的上限时，人们又

对充电的便捷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无线充电作为新的选项进

入人们的视野。

无线充电所依赖的电磁感应原理同样很简单。无线充

电器中的充电底座负责把电流转换为不断变化的磁场，而手

机背部隐藏着线圈，当充电器底座磁场不断变化时，手机背

部线圈中的磁通量也在不断变化，产生的感应电流便可给手

机进行无线充电。相比于有线充电，无线充电功率的提升则

要困难许多，其主要瓶颈有无线充电线圈体积过大、无线充

电底座发热等。

围绕这些问题，各厂家进行了技术和设备创新，如推出

了风冷散热充电底座等，将无线充电功率提升至与普通有线

充电功率不相上下的水准。此外，工信部于 2021 年发文，将

无线充电功率限制在最高 50瓦，对过高无线充电功率造成的

无线电频率干扰问题进行了有序规范。

“软硬兼施”迭代充电技术

各种快充模式最终能够殊途同归、走向高电压、高电流

方案，背后是各种科技手段的鼎力支持。

“双电芯、电荷泵、先进充电协议等多种解决方案的采

用，极大地推动了高电压、高电流快充技术的发展。”闫怀志

介绍道。

除了各电池厂家在充电方案上不断推陈出新外，闫怀志

表示，从电池“内部”来看，其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如叠层式

电极设计、电池材料改进、电解液性能提升、应用高性能隔膜

等，这些升级、改造大大缩短了手机的充电时间，起到了促进

快充技术迭代的作用。

除了不断提升的充电功率，充电技术中还有一项值得注

意的改进是，近年来大功率充电器的体积在不断缩小、质量

在不断变轻。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种新型半导体材料氮

化镓（GaN）的广泛应用。

闫怀志向记者介绍道，氮化镓是一种新型的、宽禁带半

导体材料，属于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相比传统硅基半导体，

其击穿能力更出色，电子密度、电子迁移率以及热导率更

高。当电流流过晶体管时，开关损耗主要发生在开关状态的

转换过程中。而在电压恒定的情况下，氮化镓能够提供比硅

更小的电阻并减少随后的开关和传导过程中出现的损耗，因

此使用氮化镓材料的充电器，其充电效率最高可以达到

95%。

除了硬件的不断改进，各厂家对于快充算法的深度研发

同样显著推动了快充技术的发展。通常，不同的快充算法体

现为不同的快充协议。

“通俗来说，充电协议是充电器与用电设备（如智能

手机）之间的通信规则，二者必须同时支持某种协议才能

够启动快充。”闫怀志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解释，快充

协 议 就 像 是 充 电 器 与 用 电 设 备 在“ 接 头 ”时 所 需 的“ 暗

号”，只有在确认对方“身份”后，双方才可以共同配合进

行快速充电。

目前由于各家智能移动设备产品多采用自家研发的私

有快充协议，虽然其能够大幅提升充电功率，但也在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快充设备的通用性。

更快速、便携、安全是永恒主题

对于未来充电技术发展的方向，闫怀志认为：“无论未来

充电技术如何迭代，也绕不开‘充电更快速、更便携、更安全’

这个永恒的主题。”

在进一步提升充电功率方面，闫怀志列举出了部分可能

的发展方向。“一是让充电器提供更高的电压；二是提升电池

自身的性能，例如研发石墨烯电池、改进电荷泵技术、采用多

C 电芯或单芯多极耳技术等；三是改进数据线及接口，例如

优化针脚、线缆设计等。”他说。

而对于无线充电技术发展，闫怀志表示，制约无线充电

技术应用的效率和散热等问题正在被不断解决，无线充电技

术将向着低成本、远距离、高效率的方向快速发展。当前，感

应式、谐振式、超声及红外线充电等技术的应用，为各种近

场、远场的充电无线技术提供了丰富选择。

面对不断增加的充电功率、丰富多样的充电方式，安全

性始终是用户最关心的方面。

对此，闫怀志提醒道：“比如，尽量不要等到手机电量过

低才充电，更不要边充边用，这样不仅会使电池温度居高不

下、严重影响电池寿命，而且存在火灾安全隐患。除此之外，

尽量选用符合厂商设定的充电协议的原装充电器。”

手机手机““满血复活满血复活””时间从数小时到几分钟时间从数小时到几分钟

技术进步让大众告别充电焦虑技术进步让大众告别充电焦虑

深圳地铁深圳地铁66号线支线车厢内的手机无线充电设施号线支线车厢内的手机无线充电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