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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年 6月 22日正式上映的电影《消失的她》票房连

创新高，截至 7 月 17 日该片累计票房已经突破 33 亿元，

跻身国内票房前列。

不过，最近有自称专业潜水员的网友发帖，质疑电影

《消失的她》中的不合理之处。他称片中男主角何非系一

名专业潜水教练，却说自己背的是氧气瓶、戴的是氧气面

罩，“这种说法实在无法忍受”。

那么，潜水员气瓶里到底装的是什么气体？记者就

此采访了相关专家，为您一探究竟。

国际循环呼吸潜水协会大中华区负责人王涛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潜水大体上可分为闭气潜水和

水肺潜水，浮潜和自由潜都属于闭气潜水。其中，浮

潜最为简单，人们只需佩戴面镜、呼吸管和脚蹼即可

潜入 3 米至 5 米水深处进行短暂的水中观光。水肺潜

水则泛指使用搭配特定气瓶的自携式水中呼吸装置

的潜水方式。

王涛补充道，除极少数对气体麻醉非常敏感的人外，

绝大多数接受过系统性水肺训练的人，一般都可以进行

水肺潜水。

“在进行水肺潜水时，潜水员气瓶内通常充填的是经

过过滤和脱水的普通空气。在某些特殊的潜水活动中，

潜水员气瓶内也会充填其他种类的气体。比如高氧空

气，即氧浓度超过 22%的空气。除此之外，气瓶内也可能

充填由氦、氮、氧三种气体按特定比例混合而成的气体。”

王涛解释道。

电影《消失的她》细节被质疑

潜水员气瓶装的是什么气

当 夏 季 炎 热 的 天 气 让 您 感 到 疲 倦 时 ，这 种 感 觉

并 不 全 是 您 的 幻 觉 ：昏 昏 欲 睡 的 背 后 有 真 实 的 生 物

学原因。

本月气温飙升，创下了地球上最热的纪录，同时

也消耗了人们的体力。暴露在炎热的环境中会触发

心脏、大脑、皮肤和肌肉的一系列生理过程，让您身心

俱疲。

美国波士顿专家米根·沃斯菲说：“疲倦是身体告

诉我们该休息了的一种方式。减轻高温影响的一种方

法是减少身体活动。”

她补充说，尽管人们可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极热或

极寒天气，但人体的耐热力通常不如耐寒力。极高的

体温会对器官造成重大损害或使其衰竭，而当核心体

温较低时，人体器官功能可能会下降，但更容易恢复。

以下是科学家对烈日炎炎下体力下降的解释：

温度计上的数字很重要，但它并不能完全决定您

身体对热的反应。湿度也很重要。汗液从皮肤蒸发到

空气中，为您降温。在潮湿的环境中，当空气也变得更

潮湿时，降温就更加困难了。

来自像日光一样的电磁波的热辐射也会产生影

响。即便空气温度较低，您也能感受到这种热辐射的

影响。

在酷热的日子里，人们感到疲倦的另一原因是：

睡 眠 不 好 。 2022 年 的 一 项 研 究 表 明 ，气 温 每 升 高 一

度，人们的睡眠时间就会减少一些。该研究报告的主

要作者凯尔顿·迈纳说，当夜间室外温度超过 10 摄氏

度时，每升高 1 摄氏度，人们每晚的平均睡眠时间就

会减少 37 秒。

饮水量也会影响人的体力水平。当你感到闷热

时，出汗会流失更多的水分，因此需要多喝水以避免

脱水。

（据新华社）

夏日易疲倦背后

藏着的科学原理

潜水员在进行水肺潜水。

7 月 18 日中午，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突

破 35摄氏度高温线，迎来该站今年第 27个高

温日。

不 只 北 京 ，连 日 来 全 国 多 地 气 温“ 狂

飙”，让人们备受“烤”验，导致电风扇、空调

等“清凉家电”销量飙升，其中就包括空气循

环扇。

2023 年 6 月中旬，国内某知名电商平台

发布的《618“家消费”新趋势报告》显示，2023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18 日，该平台空气循环扇

销售量攀升。在其他电商平台，各大品牌的

空气循环扇月销量也是一路飘红。

而且，有商家称，空气循环扇的风感更自

然，甚至比空调性价比更高。

那么，空气循环扇与普通电风扇有何不

同？空气循环扇是否可以媲美空调呢？带着

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与普通电风扇降温原理
基本一致

出汗是人体散热的一种方式。出汗后如

果遇刮风等空气流动现象，人们常常会感到

凉爽，这是因为流动的空气加快了人体表面

汗液的蒸发速度，而汗液蒸发的过程会带走

人体热量。

与这个原理相同，空气循环扇也是通过

增加空气流动、加快人体表面汗液蒸发的速

度，进而提升人体的散热效率、让使用者感觉

凉爽的。

“空气循环扇本质上就是电风扇，是一种

可以增强室内空气流动的家用电器。”中国科

学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特别研究助理乔正对记者表示，“空气循环扇

通过吸入空气并将其加速排出，让使用者附

近的空气流动速度变快。当快速流动的空气

经过使用者的皮肤时，就会帮助其汗液更快

蒸发，进而加速散热。”

也许有人会问：明明没有出汗，为什么空

气循环扇也能让人感到凉爽？

人类皮肤表面有 200万到 400万个汗腺，

它们无时不刻都在分泌汗液，而人类的肉眼

可能看不到它们。空气循环扇通过加快汗液

蒸发速度，进而给使用者送去“清凉”。

然而，人们也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当天

气过于潮湿闷热，再怎么吹风扇也不会感觉

凉快。这是因为此时空气相对湿度较高，人

体表面汗液的蒸发受到了阻碍。

“当空气相对湿度较高时，空气循环扇可

能就不会让使用者感觉凉爽了。”乔正解释

道，“空气相对湿度高，意味着空气吸收水分

的能力下降。这就像是一个已经装满水的杯

子，如果再往里面倒水，水就会溢出。因此，

如果空气中的湿度已经很高，它就无法再吸

收更多来自人体皮肤的水分了。”

乔正表示，空气循环扇与普通风扇在帮

助人类降温的原理上虽然基本一致，但前者

往往具有更大的电机功率、更大的风扇叶

片、更大的摇头角度或者特殊的风道设计，

这可以让空气循环扇在一个更大的区域内

加快空气流动速度。“形象地说，空气循环扇

就像一根搅拌棒，如果制备精良且正确使

用，它就可以让房间内的空气更快地流动起

来。”他补充道。

更适合需增强室内热交
换的环境

那么，什么样的场景适合使用空气循环

扇呢？

“空气循环扇的主要功能是增强室内空

气循环，适合需要增强室内热交换的环境。”

乔正表示，举例来说，如果家中只有一台空

调，而人们希望将空调的冷气送到家中其他

位置，那么空气循环扇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至于空气循环扇是否比空调更省电、更

健康，也因场景而异。

在炎热的天气，当空气相对湿度较低时，

如果达到同等降温效果，使用空气循环扇可

能比空调更省电；但如果在极端高温且空气

相对湿度较高的天气，使用空调降温往往更

有效。

乔正补充说：“如果不定期清洁、更换滤

网，空调可能会使室内空气变得更加干燥，且

可能会吹出尘埃或细菌使人生病，但是空气

循环扇却没有这样的问题。”

因此，空气循环扇和空调各有利弊，该如

何选择，取决于消费者的具体需求和使用环

境，不能一概而论。在某些情况下，将两者结

合使用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

此前有媒体报道，根据 2023 年 6 月香港

消费者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测试结果，香港市

面上逾六成半的空气循环扇样本安全测试不

达标，不同样本之间的送风量最多相差超过

五成，能源效率最多相差达 67%。因此，是否

购入该产品，消费者一定要合理评估自身使

用需求、仔细鉴别相关产品。

“清凉家电”出现“市场新宠”

空气循环扇真的可以媲美空调吗

炎炎夏日，舒适的空调屋中，放暑假的青少年慵懒地躺

在沙发上，手指对着手机屏幕不停划动，一整天的时间就这

样在指缝中溜走。这样的场景不知引起了多少青少年家长

的担忧。

暑假来临，青少年有了大把闲暇时间，但这大好时光却

几乎被手机的“小屏幕”填满，即使短暂地放下手机，心里却

还是放不下“小屏幕”中的“花花世界”。

那么，青少年为何对手机如此着迷？手机的哪些设计

让人欲罢不能？漫长假期中，家长又该如何正确引导青少

年合理使用手机？带着这些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

关专家。

逾九成未成年网民使用手
机上网

随着手机已经深度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不

少中小学生也都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除此之外，不同于

个人电脑时代上网流程的繁琐复杂，手机的便捷性让许多青

少年早早便“叩开”了网络世界的大门。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在 2022 年末发布的《2021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

况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在未成年网民中，使

用手机上网的比例已经高达 90.7%，并且超过 6 成的未成年

网民拥有自己的手机。

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则更为普遍，《报告》显示，由于农

村地区有超过 4 成的未成年网民没有和父母共同生活，使得

农村地区青少年需要长期使用手机与父母进行联络，因此有

约 7 成的农村未成年网民拥有自己的手机，并且缺少家长直

接有效的监督约束。

手机连接网络世界的便利性，也让未成年人接触互联网

呈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报告》显示，大部分未成年人在上

小学时或在上小学前就开始使用互联网，且近年来比例逐渐

升高。未成年人在上小学前首次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达到

28.2%。

青少年用手机来做什么，这是不少家长最关心的事情。

《报告》显示，有超过一半的未成年网民经常在手机上玩游

戏，经常看短视频的比例也接近 5 成。

《报告》中也特别提到视频、短视频平台对未成年人的影

响。目前，各类视频平台已成为未成年人获取新闻事件、重

大消息的主要渠道之一，有接近半数的未成年人习惯通过抖

音、快手、B 站（哔哩哔哩视频网站）等短视频、视频平台获取

社会重大事件信息。尤其是在未成年短视频用户中，能够有

意识地区分短视频信息是由权威媒体还是由自媒体发布的

比例不到一半。其中更是有 38.3%的未成年网民在上网过程

中接触过不良或消极负面信息。

如何辨别网络中泥沙俱下的信息、避免受到不良信息影

响，这考验着青少年的网络素养水平。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

中心主任、研究员方增泉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青少年网络素养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我们团队

最近 3 次进行的青少年网络素养调查显示，2017 年青少年网

络素养平均得分 3.55 分（5 分制），2020 年平均得分 3.54 分，

2022 年平均得分 3.56，总体得分水平处于及格线以上，但有

待进一步提升。”他说。

欲望“陷阱”与“情感满足”
的双重夹击

许多家长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孩子们拿起手机容

易，但想让他们放下就没那么简单了。

那么，手机究竟有什么魔力，能够让青少年如此着迷？

事实上，智能手机及其应用的设计或许正是利用了人性

中的某些弱点。

“智能手机上的信息是无休无止的，社交媒体、视频网

站、网络游戏等应用像一个个‘无底洞’，每一个悬念的设

置、每一次自动播放，都有可能让你不断放纵自己的欲望。

比如，下拉刷新就是一个十分令人成瘾的设计，每一次刷新

获得的反馈和新鲜感都会让人欲罢不能。”方增泉进一步

说，此外，手机应用中广泛采用的算法推荐机制也会在某种

程度上加重未成年人对手机的依赖。算法推荐机制通过抓

取用户日常数据，分析用户习惯和喜好，有针对性地向用户

提供各类信息、娱乐和消费内容，在提供一定生活便利的同

时，也加重了用户对手机的依赖。这些设计对于还处在身

心发育阶段、自控能力相对较弱的未成年人来说，都具有很

强的成瘾性。

除此之外，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青少年手机成瘾背后还有着更深层

次的心理原因，主要包含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青少年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较弱，面对现实世

界中的负面因素，有时缺乏自我激励的能力，易形成焦虑、自

我怀疑等负面情绪。

“这时候手机就成为了一个‘遁世’的好‘去处’，拿起手

机，青少年就可以进入一个没有烦恼的虚拟世界。”陈祉妍表

示，这种行为一旦成为习惯，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导致青少年

对手机愈加沉迷。

另一方面，手机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青少年的情

感需求。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来自亲密关系的陪伴、支

持，给予他们安全感。

“不过，有时这种情感需求并不能从家庭亲子关系中得

到满足，反而有些家长会在孩子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手机、平

板电脑等充当‘电子保姆’，这也将青少年进一步推向了手机

等智能设备。”陈祉妍说。

需网络平台、社会、家长三
方协力

针对手机成瘾可能给未成年人带来的潜在危害，立法、

教育、网络监管等部门以及手机应用平台等已经采取了多项

措施。

2019 年以来，各大视频、短视频、社交、游戏等网络平台

陆续推出青少年模式，在帮助未成年人减少对网络依赖和抵

制网络不良信息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1 年 6 月开始施行的新版《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专门

增设“网络保护”专章，对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

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明确

要求。

《报告》也显示，2021 年未成年网民经常在网络上听音

乐、玩游戏、看视频、看短视频、看直播的比例，较 2020 年均

有不同程度下降。

一系列措施虽已出台，但想让每个沉迷“小屏幕”的孩

子放下手机仍需时日。例如《报告》调查发现，尽管 85.9%

的未成年人和 91.6%的家长都知道青少年模式，但设置过青

少年模式的未成年人和家长均不到 5 成。面对严格的未成

年人游戏账号管理，仍有 3 成未成年网民使用家长账号玩

过游戏。

治标的同时更要治本。除了网络应用平台，家长及社会

也应针对青少年的成长特点，给予其更多支持。

陈祉妍建议，家长除了要采用合理方式控制青少年手机

使用时间外，还要从青少年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出发，给予青

少年更多陪伴、支持。“如果家长能够在孩子需要陪伴的时

候，多陪其做做运动、聊聊天、做做游戏，或许孩子就不会总

玩手机了。”她说。

同时，陈祉妍也强调，这一方面需要家长提升自身对青

少年成长特点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应鼓励全社会给予家长

支持。

例如，当孩子放假时，企业单位等能够允许家长适时休

假、弹性工作、带娃上班等，为加强亲子联系创造条件。此

外，具备相关能力的社会组织或者社区等也可以提供相应托

管服务，将青少年聚集在一起进行统一管理，开展有意义的

线下活动，将青少年从“小屏幕”拉回“大世界”。

方增泉指出，家长首先应以身作则，合理控制自身手机

使用时间，为青少年树立榜样。学校则应建立起有效的网络

素养教育体系，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避免其被网络不良信

息影响。同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服务的企业也应建立起

有效的未成年人保护年度报告制度，进一步优化青少年模

式，加强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打造安

全可靠的青少年友好型网络环境。

暑期青少年易沉迷手机

如何将孩子从“小屏幕”拉回“大世界”

孩子们正聚精会神地玩手机游戏。

K长知识长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