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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过去的“618”年中购物节，多个

品牌的净水器热销。随着净水 器 的 普

及，尾水浪费问题引发广泛关注。据海

尔水联网产业超前企划总监杨春涛测

算，仅 2022 年售出的家用和商用净水器

产生的尾水量，就相当于 3 个以上西湖

的水量。这些尾水往往直接被排入下水

道，造成巨大浪费。

那么，净水器排出的尾水是废水吗？

如何才能减少浪费？科技日报记者就此

采访了相关专家。

尾水不可饮用但非废水

想弄清尾水是不是废水，首先要知道

它是怎么来的。

“目前大多数商用净水器的设计原

理是，运用一定处理技术，将水中以钙、

镁离子为主的无机盐浓度降低，达到净

水目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特别研究助理、清华大学化学系博士、科

普作家孙亚飞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

记者了解到，我国多数净水器应用的

是反渗透技术，利用渗透压净水。日常生

活中，当食用过咸的食物，很多人会感到

口渴。这是因为过咸食物中含大量食用

盐，食用盐中的钠离子进入人体后，会让

细胞内外渗透压不平衡，细胞内的水便会

在渗透压作用下透过细胞膜流到细胞外，

直至细胞内外渗透压达到平衡。净水器

在工作时，起过滤作用的器件——反渗透

膜类似人体的细胞膜，孔径约为 0.0001微

米。反渗透膜的一侧是原水，另一侧是净

水。

原水经过反渗透膜的过滤就变成可

直接饮用的净水。在渗透压的作用下，水

本应从净水一侧流向原水一侧，但设计人

员在原水一侧通过增压泵施加了比自然

渗透压更大的压力，水的流向就改变了。

不过，压力增加是有限度的。当压力增至

一定程度时，水就无法通过反渗透膜流入

净水一端。这部分未能通过反渗透膜的

水就是尾水。

“也就是说，自来水通过净水机处理

后，转化成两部分水，一部分水中无机盐

浓度降低，可以直饮；另一部分水中无机

盐浓度上升，不能饮用，而是作为尾水排

放。”孙亚飞总结道。

中国家电协会副理事长徐东生介绍，

净水器排出的尾水除了钙、镁等含量比自

来水略高，其他一些指标比自来水低。这

样的水绝不是废水。

“尾水虽然不能作为饮用水，但可

以用来洗碗、洗菜、浇花、冲厕所。”孙亚

飞说。

最根本的方法是工艺革新

然而，很多家庭、小区、单位等的净水

器产生的尾水都被直接排入下水道。

相关调查显示，2022年新装商用净水

器处理的饮用水量达到572.4亿升，其中采

用反渗透技术处理的水约占比 60%，废水

排放量约为3434.4万立方米。

是什么阻碍了尾水利用？

记者了解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

先，一些消费者认为，尾水就是废水，甚至是

“毒水”，没有利用价值。其次，一些商家基于

成本等因素，改进工艺、回收利用尾水的积极

性不足。最后，部分安装公共净水器的小区

面临尾水利用管道改造和排水处理等难题。

“目前，多数商用净水器都没有尾水回

收装置。”孙亚飞说，对大多数净水器而言，

尾水大约占到出水量的1/3。这就意味着，

如果一台净水器每天产出 10升净水，就要

排放 3 升左右的尾水。存储、处理尾水所

需空间较大，如果净水器增加回收腔体，那

么其体积就不能太小，存在一定设计难度。

“其实，如果想有效利用尾水，最根本

的方法是通过工艺革新彻底摆脱尾水。”

孙亚飞介绍，可通过技术手段把尾水中的

无机盐进一步去除，将其以固体的形式保

存，待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再进行清理。但

这种方法实现难度很大，因为把无机盐从

液体变成固体，需要大量的能耗。

“另一种革新的方向，是将尾水与家用

集水装置连起来，充分利用尾水。比如，将

尾水引至厕所，用于马桶冲水。”孙亚飞说。

一年浪费 3个西湖的水量

净水器尾水有效利用还得靠工艺

暑假的脚步越来越近，又到了小朋友、大朋友集中出

行的时候。近年来，交通科技飞速发展极大便利了人们

的出行。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看看有哪些提升出行体验的

新技术。

乘坐地铁只需伸伸手

不用刷卡、扫码，也不用刷脸，只需伸出手掌，就能刷

开地铁站闸机——这种“黑科技”已被广泛应用于北京、

上海、重庆等地的部分地铁站中。

与人脸识别、指纹识别一样，“刷掌”背后采用的掌静

脉识别也属于生物识别技术。

首次使用“刷掌”系统前，需将掌静脉纹理特征预

先录入服务器。乘车人要将手掌悬空置于“刷掌”设备

的圆环识别区上方，识别区便开始闪烁红色光线，掌静

脉纹理特征数据开始录入。完成录入后，圆环识别区

会变成绿色。接着，屏幕上出现二维码，乘车人扫码，

在相应支付应用程序中完成协议授权、实名信息授权

并开通“刷掌”支付功能。在完成所有流程后，乘车人

便可“刷掌”乘车。

之后，乘坐地铁时，乘车人只需找到有圆环标志的

“刷掌”闸机设备，将掌心对准圆环识别区，就可以通过闸

机进入车站。出站后，乘车人手机便会收到本次过闸乘

车扣款的提示。

掌静脉识别具有诸多优势，可有效解决二维码识别

可能存在的手机网络信号不稳定、低电量关机等问题，同

时还能够防范二维码盗刷，提高用户资金安全性。掌静

脉检票系统的误识率只有千万分之一，误拒率为十万分

之一，可靠性强。

“防晒导航”让出行更清凉

最近我国北方地区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骑车、步行

的公众备受“烤”验。前不久，部分手机地图应用程序面

向骑行和步行用户上线了“防晒导航”功能。该功能通过

遥感技术和动态光影跟踪算法，可以实时计算特定时段

内某道路的阴影面积。

当用户使用地图应用程序选择骑行或步行路线

时，应用会显示不同路线的“阴凉比”，即每条路线中

包含的“林荫”和“楼阴”路段的占比。用户可以据此

选择“阴凉比”更高的路线行进，获得更加清凉的出行

体验。

其中，林荫路段是地图应用程序通过遥感技术，分析

道路周边树木分布密度，综合具体地理位置等因素计算

出来的。

判断楼宇路段的阴影面积更复杂一些，其中涉及楼

宇位置、高度、形状以及道路宽度。为此，地图应用程序

工作人员设计了一套动态光影跟踪算法，其可以综合多

种因素计算某路段在某时间段内的阴影覆盖面积。

目前，带“防晒导航”功能的地图应用程序已经在全

国 20 多个城市上线。用户将应用程序升级至最新版本，

即可体验。

车尾实时显示红绿灯倒计时

在路口等红绿灯时，如果前方公交车遮挡了视线，后

方车辆司机看不见信号灯，就易发生闯红灯等违反交通

规则的行为。为防止出现类似情况，在重庆、海南等地，

部分公交车车尾屏幕会实时显示前方路口信号灯的倒计

时，方便后车知晓前方路口情况。

为让公交车车尾实时显示红绿灯倒计时，工作人员

对车辆进行了智能化改造。

重庆某公交车智慧化改造公司负责人岳红举介绍：

“ 红 绿 灯 旁 边 有 一 个 灰 色 的 方 盒 子 ，它 是 路 侧 单 元

（RSU），属于路侧非常重要的设备。公交车有一个通信

单元（OBU），它和 RSU 是配对使用的。RSU 可以获取

信号灯的灯态信息以及倒计时时长，再将它传递给车载

OBU，相关信息就可在公交车尾部显示。”

除了公交车，大客车、大货车也可能遮挡后方车辆司

机视线。因此，当车辆行驶到路口时，部分导航 App会显

示前方红绿灯情况，并给出倒计时提示。

为实现这一功能，部分导航 App 公司与当地交管部

门合作，将交通信号灯数据实时接入导航 App。除了红

绿灯倒计时，导航 App还会及时推送临时交通管制、紧急

情况下道路封闭等信息，保障驾驶者安全行驶。

如果无法获得交通信号灯数据，导航 App 还能给出

倒计时吗？答案是大致可以。

部分导航 App 可以通过大数据和智能预测系统给

出估算的红绿灯信息。例如，当人们接近红绿灯路口

时，从红灯亮停下到绿灯亮起步，这中间的时间数据会

被导航 App 记录并上传。车辆的起步速度、司机的刹车

习惯或许不同，但当上传数据足够多，后台系统便可据

此摸清每个路口信号灯的“脾气”，给出大致的信号灯

变化参考信息。

智能“老司机”守护乘客安全

乘坐公交车时，若司机缺乏经验，车辆每次起步加

速、靠站减速时，车厢内乘客可能都会感到明显晃动，要

牢牢抓住把手才能站稳。

不过，在相关科技设备的帮助下，即便是新手司机也

能像老司机一样，全程平稳驾驶。

在乘坐福建省厦门市部分公交车时，乘客会明显感

到，当车接近斑马线、公交站时，车速便会缓慢下降。这

主要得益于当地公交车安装的“5G 安全节能诱导系

统”。这套系统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给出每条公交线路

的最佳动力方案，辅助驾驶员平稳驾驶。

为厦门市公交车提供技术支持的工程师杨超介绍，

在公交车上有一个不起眼的“盒子”，里面记录着最近一

个月该车的行驶轨迹及司机的操作习惯。

“为了达到平稳起步，进出站和通过斑马线时的智能

减速的效果，‘5G 安全节能诱导系统’需要提前一个月采

集数据。”杨超说。

厦门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安监部相关负责人黄睿

介 绍 ，“5G 安 全 节 能 诱 导 系 统 ”会 分 析 采 集 的 数 据 ，

然 后 给 出 最 优 驾 驶 方 案 ，并 对 车 辆 动 力 系 统 进 行 管

控，控制油门开度。这套系统应用以来，厦门市公交

车 的 交 通 违 法 和 肇 事 事 故 率 均 大 幅 下 降 ，有 效 保 障

了乘客安全。

“刷掌”乘车、“防晒导航”、安全诱导系统……

科技赋能交通 提升出行体验

在第十六届上海国际水展上展出的净水器前置过滤器。

乘客在大兴机场站“刷掌”过闸。 新华社发（王静颐摄）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局工作人员近日在山海关区海域采集

海虹样品 3 个，检测发现它们麻痹性贝类毒素含量均超出正常值。其

中，1 个样品所含麻痹性贝类毒素最高值超过判定限值的 4.68 倍，存在

极高食品安全风险。

资料显示，麻痹性贝类毒素会导致四肢肌肉麻痹、头痛恶心、流涎

发烧，严重的会造成呼吸停止。

每年 6 月，海水中有大量含毒素的单细胞藻类。海虹等贝类在食

用这些藻类后，毒素累积在体内。这些毒素耐热性较好，高温烹饪也无

法将其全部消除。

为保障饮食安全，防止因食用海虹引发的中毒事件，河北省海洋渔

业部门全面加强海上巡查和渔港、渔业码头监管，禁止渔民采集、捕捞

海虹。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食品经营者全面禁止销售海虹和

加工制作海虹产品。

河北省有关部门提醒，广大群众近期不要捕捞、购买、食用海

虹，以及产地来源存有安全隐患的双壳贝类。在食用其他贝类食

品时，一定要去除内脏，而且一次不宜食用过多。一旦食用海产品

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肌肉麻痹等症状，需立即赶往医院接

受救治。

相关部门提醒：

近期不要捕捞购买食用海虹

图为海虹。

新华社讯 （记者周润健）夏至后不久，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将至。

民间有“夏至三庚数头伏”“夏至三庚便数伏”等说法，意思是说，从夏至

日开始数起，数到第三个“庚日”就进入初伏。

天文科普专家表示，今年从夏至日起，数到的第三个“庚日”是 7月

15日，意味着这一天正式入伏。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介绍，“三伏”的日期

是按照我国古代历法的“干支纪日法”确定的。干支是天干、地支的合

称，天干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组成，一共 10 个；地支由“子丑寅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组成，一共 12个。天干地支按顺序搭配，从甲子

开始到癸亥结束，六十个为一周期，俗称“六十甲子”，循环记录日期。

由于天干是 10 个，所以每隔 10 天就出现一个带有“庚”字的日子，称为

“庚日”。

每年自夏至日起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第一天、第四个“庚日”为中

伏第一天，立秋日起第一个“庚日”为末伏第一天，合起来叫“三伏”。初

伏、末伏持续的时间均为 10 天，但中伏的日期不固定，有的年份是 10

天，有的年份是 20天。

夏至大都出现在公历每年的 6 月 21 日前后一两天之内，今年夏至

是 6月 21日。从夏至日算起，第一个“庚日（庚申日）”是 6月 25日；第二

个“庚日（庚午日）”是 7 月 5 日；第三个“庚日（庚辰日）”是 7 月 15 日，于

是 7月 15日就成了今年初伏（也叫头伏）的起始日。

杨婧表示，公历平年一年 365 天，闰年一年 366 天，都不是 10 的整

数倍，因此今年某一天是“庚日”，明年就不是“庚日”。由于“庚日”的变

化不定，所以每年入伏的日期不尽相同，如 2022年的入伏时间是 7月 16

日，2023年的入伏时间是 7月 11日。

虽然距离入伏还有一段时间，但近期我国多地已开启“烧烤模式”，

“热力”十足。面对这滚滚热浪，公众要为即将到来的“三伏”做好充足

准备。

今年 7月 15日入伏，比去年晚 4天

“三伏”的起止日期怎么计算

伏天骄阳似火，人们撑着遮阳伞漫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