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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于紫月

受持续性强降雨影响，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多个乡镇遭遇洪涝灾
害。图为在安置点食堂，学生领取免费的水、饮料和点心。

新华社记者 周义摄

暑假期间，孩子们在室内蹦床上进行蹦跳锻炼。
新华社发（孙中喆摄）

近日，南方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导致浙江、福建等地不同程度受

灾，给群众的安全和健康带来极大考验。目前防汛救灾工作持续进行，

多地相关单位不断加强饮用水卫生、食品安全的监测与风险评估，确保

大灾之后无大疫。

那么，该如何有效防范洪涝灾害后疫情发生？清华大学附属北

京清华长庚医院感控疾控办专员林金兰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就灾后防护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要及时清理居住房屋、周边环境的垃圾。打扫卫生时应避免

扬尘，以免吸入尘土中滋生的病原体。

第二，要养成勤洗手的习惯，不食用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吃腐

烂变质食物。食物要彻底煮熟，剩余食品要彻底加热再吃。不饮用生

水，尽量饮用煮沸过的白开水，有条件的最好饮用符合卫生标准的瓶

（桶）装水。

第三，开展有针对性的消毒工作。洪涝灾害的消毒为预防性消

毒，整个过程遵循清淤—冲洗—消毒的工作顺序。消毒重点是受

到污染的地面、物表、饮水、食品、餐饮具、衣物等，对未受到明显污

染的场所和物品，以清淤后冲洗干净为主，不必漫无目地开展全方

位消毒。

第四，受灾地区通常暴雨连连、气候潮湿，蚊蝇、跳蚤、蜱虫、老鼠等

大量繁殖。要及时使用灭蚊药、灭虫药等消灭蚊虫，倾倒积水盆罐，以

防蚊虫产卵。灭鼠可采用鼠夹、粘鼠板等方法，千万不要使用剧毒鼠

药，以免污染水源，造成难以估计的后果。

第五，不接触疫水，必须下水时尽量穿胶靴、佩戴橡胶手套。

林金兰提醒，老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等群体身体抵抗力相对较

弱，是灾后传染病的主要易感人群。家庭成员和救灾人员应着重为其

提供防护措施，尽量避免他们受到传染病侵扰。

洪涝灾害后

做好防护需谨记五点

即将入伏，我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由于户外运动时间过长导致中

暑和热射病的患者增加。相关专家指出，在酷暑时节，盲目追求“夏练

三伏”不可取。

专家介绍，“夏练三伏”是一种特殊的锻炼方式，并不是指在伏天暴

晒锻炼。

专家提醒，夏日锻炼要谨防运动型中暑，选择在天气相对比较凉爽

的时段，即清晨或太阳落山以后进行户外活动，避免在中午及下午时

段，也就是 11 时至 16 时这段时间进行运动，并遵循长期、系统、科学的

运动原则。运动方式上，应该将有氧运动与抗阻运动相结合，不要忽视

肌肉力量的练习。

在夏季炎热环境下运动时，人体更容易缺水，一旦脱水将损害健

康。当脱水量占体重的 2%左右时，属于轻度脱水，心脏负担加重；达到

4%时属于中度脱水，此时人会有严重的口渴感，出现心率加快、体温升

高、血压下降等症状；达到 6%至 10%时即为重度脱水，人会出现恶心、

肌肉抽搐，甚至昏迷等情况。

专家提醒，在夏季运动的前、中、后期，要少量、多次地摄入适量的

水分。此外，运动后，不要图一时痛快立即喝冰饮料，这会对胃肠产生

强烈刺激；不要马上冲凉，最好用温热水擦洗身体。

盲目追求

“夏练三伏”不可取

眼下，我国多地气温“爆表”。热浪滚滚，人们对于防

暑降温的需求愈发迫切。科学快速发展，新材料层出不

穷，新技术不断落地，一些可穿戴设备正在悄然改变人们

应对高温的方式。

超材料织物、“降温背心”……这些“黑科技”降温装

备以别出心裁的设计、令人惊叹的效果为人们带来全新

的防暑降温体验，让我们可以免受酷暑煎熬，轻松享受夏

日生活。

超材料织物：
太阳辐射反射率92.4%

找到合适的织物面料，将其制成衣物帮助人们降温，

是科学家长久以来的追求。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陶光明团队以及浙江大学研究员

马耀光团队联合多家科研单位进行创新，研制出无源制

冷光学超材料织物。

人 体 散 热 过 程 ，是 将 热 量 从 皮 下 组 织 传 导 到 皮

肤，再透过衣物向周围环境散发。通过衣物进行人体

热量管理，是较高效、便捷的办法。目前，基于热传导

和热对流原理设计的衣物能够降低体表温度，但效率

较低。

超材料织物由可生物降解的聚乳酸纤维与二氧化

钛复合后形成的二氧化钛-聚乳酸纳米粒子组成，具有

独特的光学特性。同时，研究人员在织物表面覆压防

水透气的聚四氟乙烯薄膜，使其制作的衣服穿起来更

舒适。

测试结果显示，这种超材料织物的太阳辐射反射

率高达 92.4%。它能够将太阳光谱分解，可全面阻挡

紫外线。

陶光明说，把用无源制冷光学超材料织物制成的衣

服穿在身上，就像背着一面镜子。

为了进一步验证其效果，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实验，

让一名实验者穿着一半是棉一半是无源制冷光学超材料

织物制成的背心，在太阳下暴晒。实验结果显示，两种材

料覆盖区域的温差达到 3.4摄氏度。

除提供凉爽的穿着体验，无源制冷光学超材料织物

还有其他优势。这种超材料织物的纤维韧性强，足以承

受缝纫机的加工，可以在其表面进行图案印染。与普通

材料相比，用这种超材料织物制作衣物的成本仅较普通

衣物高 10%。

“降温背心”：
内芯相变材料送清凉

炎炎夏日，稍一活动便汗流浃背。“空调背心”以其

独特的设计和功能，为高温环境下工作的人员带来舒

适体验。

“空调背心”主要由 3 个部分组成：一个内置冷却液

的背心、一个圆柱形的制冷单元以及一个电源。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研究人员张行周介绍，

“空调背心”的制冷单元本质上是一个小型制冷机，它

通过背心中的冷却液吸收人体热量，然后将吸收了热

量的冷却液输送到制冷单元中冷却。冷却后的液体再

次循环回到背心，为使用者送去凉爽，同时将热量排到

外部环境中。

“空调背心”采用先进的压缩机变频调节系统，让使

用者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转钮调节背心温度，调节范围

从 18 摄氏度到 25 摄氏度。一名体验者在室外 37 摄氏度

的高温下穿上这款背心后，体表温度可以降至约 30 摄氏

度。

在设计过程中，研发团队曾尝试将降温载体设计成

帽子、短裤等，但最终发现背心的适用性最广。

张行周介绍，为了满足特殊行业工作者的需求，研发

团队特别考虑了“空调背心”的便携性，对其进行轻量化

处理。制冷单元重量与 4 瓶矿泉水相当，背心和电源的

重量各为 0.5千克，让用户穿起来感觉更轻便。

同时，一些用户从事体力劳动，需要肩扛重物，不希

望设备占用肩膀的空间。因此，研发团队只在“空调背

心”的前胸和后背安装了冷却剂，给肩膀留出自由活动的

空间。

即便“空调背心”研发人员挖空心思，但随身携带电

源，难免会使用户行动不便。而采用相变材料制成的“降

温背心”则更胜一筹。

相变材料作为一种新型恒温材料，具有存储和释放

热量的功能，能够根据环境温度变化在服装周围形成

相对恒定的微气候。人们将相变材料的内芯加在背心

里，就相当于随身携带了一个空调。它可以根据气温

变化，释放或储存热量，使人体温度保持在凉爽舒适的

范围内。

用户使用这种“降温背心”时，只需把内芯提前半

小时放入冰箱，它就可以在 30 多摄氏度的户外持续提

供 2 个小时的清凉。相变材料降温的优势明显，它不

会产生冷凝水，且环保无污染，可以温和地降低人体

温度。

便携式温度调节器：
利用珀耳帖效应降温

日本某公司研发出的可拆卸便携式温度调节器，虽

然个头仅有鼠标大小，但却拥有独特功能。它基于珀耳

帖效应，结合热设计技术，被贴身放置时能够悄无声息地

调节体感温度。

珀耳帖效应是指电流在通过不同导体时，会在接触

点产生吸热或者放热效应。研发人员利用这一原理，使

便携式温度调节器能够显著降低或提升体感温度。数据

显示，便携式温度调节器可以使体感温度下降 13 摄氏度

或上升 8.3摄氏度。这意味着，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冷

冬日，它都能够提供相对适宜的温度。

为了确保穿戴的舒适性和隐蔽性，研发人员还对便

携式温度调节器进行了精心设计，其尺寸小于一部 5 英

寸的手机，厚度仅 20 毫米，重量轻至 85 克，可以轻松隐

藏在正装或休闲装下。除此之外，该公司还专门推出

了一款特制 T 恤，其背后有口袋，方便放置便携式温度

调节器。

不仅如此，用户可以通过蓝牙将便携式温度调节器

与智能手机连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调节它的温度和风

量，实现加热与冷却的自如切换。用户还可以设置设备

的关机时间，以满足不同的使用场景需求。目前，便携式

温度调节器可以持续工作 90 分钟，充电时间约为 2 小

时。在待机状态下，电池续航能力可以达到 24小时。

超材料织物、“降温背心”、便携式温度调节器……

把防暑降温“黑科技”穿在身上

高高兴兴将一台新冰箱搬回家，准备

将旧冰箱上的冰箱贴转移过去。结果发

现，新冰箱光滑如镜的门板竟然吸不住冰

箱贴。

这或许是如今很多冰箱贴爱好者在

换冰箱后会遇到的尴尬情况。不少网友

在社交媒体上吐槽：冰箱功能多了，冰箱

门却“退化”了。

那么，现在冰箱门为什么吸不住冰

箱贴？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

专家。

面板正经历更新换代

以往冰箱门能吸住冰箱贴，主要是

因为其面板是金属材质。但如今，玻璃

面板正在取代金属面板，成为冰箱门的

新“门面”。

家用电器行业资深分析师张彦斌指

出，历史上冰箱面板多采用钢板材料，但

随着材料技术进步以及消费者审美水平

提升，冰箱面板材质不断升级。

目前，我国主要家用电器品牌多数已

经用玻璃面板制作冰箱门。这一转变不

仅是技术创新的成果，也是对消费者需求

变化的响应。北京一家用电器卖场某冰

箱品牌营销负责人说，过去消费者比较看

重冰箱的耐用性，所以早期用于制作冰箱

门的金属面板通常采用不锈钢或镀锌板

等耐腐蚀材料。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升，消费者对冰

箱的期待越来越高，推动了生产技术和工

艺更新换代。玻璃面板具有透明、光亮的

特性，可以增强冰箱的美观性和设计感，

逐渐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除了“颜值”出众，玻璃面板在实用性

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经过特殊处理的

玻璃面板具有较高的强度和硬度，不易刮

伤、变色，且具有较好的抗污性，清洁起来

比较方便。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部分高端品牌冰

箱采用了更具创新性的岩石面板。这种

新型面板在质感上与岩石和陶瓷相似，手

感独特，硬度较玻璃面板更高，能给消费

者带来别样的使用体验。

功能设计不断升级

冰箱面板材料变化，只是近年来冰箱

功能、设计升级的一个缩影。如今的冰箱

早已不只是食物保鲜的工具。

目前，市面在售的大容量冰箱通常

具有 4 个较大的独立区间，上面为对开

冷藏室，下面是对开冷冻室，还在传统

冷 藏 和 冷 冻 区 域 外 ，增 加 了 可 以 在 5

摄氏度到 20 摄氏度之间自由调温的变

温区以及其他具有特殊保鲜功能的空

间 。 每 个 分 区 的 温 度 都 可 以 独 立 设

定，按需调整。在很大程度上，这解决

了传统冰箱中食物放在一起串味的问

题。冰箱门对开设计不但可以让食物

的拿取更便捷，而且能够降低能耗，节

省电费。

除了精细区分储存空间，设计人员还

对冰箱的冷冻速度进行了升级。

传 统 冰 箱 在 冷 冻 食 物 时 ，偶 尔 会

出 现 冻 不 透 、冻 不 匀 等 现 象 。 由 于 冰

箱 冻 不 匀 ，可 能 导 致 置 于 底 部 的 食 材

已 经 完 全 冻 上 ，但 处 在 顶 层 的 食 材 还

未冷冻。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部分冰箱品牌推

出了瞬冻技术。它能够在 20 摄氏度的环

境温度下，迅速将冰箱内温度降至零下 40

摄氏度，使食材迅速冷冻，最大程度地锁

住食材的“本味”，满足人们对于鲜嫩口感

的追求。

冰箱贴向何处去

随着冰箱门面板升级，冰箱贴是不是

只能“退休”了？那倒也不是。

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分享，可以在网上

购买“引磁贴”，用它吸住冰箱贴。“引磁

贴”其实就是背面有一层胶的金属片。消

费者可以把它粘在冰箱门上，再将冰箱贴

吸在它上面。

如果不想花钱改造，可以让冰箱贴

“转移阵地”——贴在冰箱侧面。通常来

说，冰箱侧面对美观要求不高，同时考虑

到散热，主要采用成本低、耐用的金属材

料制成。因此，冰箱侧面是能够吸住冰箱

贴的。

吸不住冰箱贴，冰箱门“退化”了？

链接

工作人员展示“降温背心”。 新华社记者 王曦摄

观众在2024 CTIS消费者科技及创新展览会上观看新款冰箱。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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