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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刘侠 记者滕继濮
实习生吴晓静）记者 12 月 1 日获悉，为

助力智慧城市建设、解决“停车难”问

题，四川省德阳市前不久在城区内对现

有停车位进行智能化改造，将其打造成

智能泊位。

智能泊位由太阳能板、二维码牌以

及可升降的挡板组成。科技日报记者

在德阳市旌阳区城隍庙街附近的一个

停车点看到，车主停车入位后，停车位

上的感应器立刻启动自动计时。30 分

钟后，免费停车时间结束，开始收费计

时。此时，智能泊位的挡板缓缓升起并

自动锁车。车主结束停车时，用手机扫

描智能泊位上的二维码缴费后，挡板自

动下降，车主即可驾车离开。

有些车主担心智能泊位的挡板会

刮伤车底。对此，相关负责人介绍，停

车超过 30分钟后，智能泊位的挡板在上

升过程中，能够根据车辆底盘高度，自

动调整上升角度，且挡板与车辆底盘保

持临界接触状态，充分保障了车辆与设

备安全。同时，智能泊位具有人体感

应、车辆驶离趋势监测等功能，在车主

靠近车辆或忘记缴费启动汽车时，会发

出智能语音提醒，引导车主自助缴费。

“智能泊位使用公共移动网络，确保

准确计时计费，减少了停车场收费员的

工作量和计时误差。即便在暴雨等恶劣

天气，智能泊位也能正常工作，不会影响

使用。”相关负责人介绍，如果发现长期

占用停车位的车辆，智能泊位会把相关

信息发送给后台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

提醒车主尽快将车辆移走，从而有效提

升道路停车位的使用率，最大化利用道

路资源，避免“僵尸车”长期停放。

智能泊位：自动锁车计时计费

国外研究人员在微波炉中发现了多

种耐极端环境的细菌，相关论文日前发

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微生物学前沿》上。

对此，有网友称，没想到经常处在高

温环境中的微波炉竟是“细菌窝”。那

么，为什么这些细菌可以在高温环境下

生存？怎么对微波炉进行彻底清洁？科

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微波炉并非无菌净土

微波炉是一种通过制造微波来加

热食物的电器。微波炉的加热原理是

利 用 内 部 的 磁 控 管 将 电 能 转 换 成 微

波。中国药科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

院教授窦洁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介绍，作为高频电磁波，这些微波本

身并不产生热量，但当微波穿透食物

时，食物内的水分子等极性分子会吸收

能量并快速振荡，与邻近分子产生摩

擦，导致食物整体温度升高。

微 波 炉 产 生 的 微 波 在 穿 过 食 物

时，也会穿透附着在上面的细菌。“细

菌的细胞液对微波的吸收能力较强。”

窦洁说，在微波的作用下，细菌中的极

性分子会产生大量热能，导致菌体在

短 时 间 内 失 去 活 性 或 裂 解 死 亡 。 同

时，高频电场还能改变细菌的膜电位

和极性分子结构，导致其体内蛋白质

和生理活性物质变异，使细菌丧失活

性或死亡。

“从理论上来说，微波炉具有杀死

食物中细菌的能力。但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加热温度和时间有限，微波炉不可

能把所有细菌都杀灭，所以它并非完全

无菌的净土。”窦洁说。

除此之外，不同细菌对热和辐射的

耐受能力存在显著差异。“某些嗜热菌，

不仅可以在高温环境中存活，还能够在

高温下繁殖。”窦洁介绍，这些嗜热菌的

细胞膜富含长脂肪链，可以在高温下形

成液晶状态以保护自身。

相关研究证实，许多细菌能够在微

波炉中存活。有研究者对不同用途的

微波炉进行了样本采集与检测，发现微

波炉内主要存在芽孢杆菌属、微球菌属

和葡萄球菌属等细菌，这些细菌通常出

现在人类皮肤及接触的物体表面。除

此之外，还有研究显示，微波炉内存在

克雷伯氏菌属和假单胞菌属等食源性

致病菌。

“微波炉中检测出的假单胞菌属、

芽孢杆菌属等细菌都对高温有一定程

度的耐受性。这是它们能够在微波炉

中存活的重要原因。”窦洁进一步说，

尤其是芽孢杆菌属，不仅能够在 80 摄

氏度下存活，还可以在干燥环境中形

成耐受性强的孢子，展现出极强的环

境适应性。

要科学使用、定期清洁维护

“需要明确的是，虽然这些细菌能

在高温中侥幸存活，但这不意味着它们

能够感染人体并引发疾病。”窦洁说，事

实上，大部分耐极端环境的细菌只能在

高温等极端环境下生存，人体环境相对

温和，它们反而难以在其中存活，因此

它们不会对人体健康构成直接威胁，公

众无需过度担忧。

窦洁提醒，尽管这些“菌小强”不致

病，但公众仍需科学使用、定期清洁微

波炉，以防止食源性致病菌滋生。

在使用微波炉时，选择合适的加热

时长至关重要。“加热时间过短可能导致

食物受热不均，增加沙门氏菌等有害细菌

残留的风险。”窦洁介绍，许多消化系统疾

病就是由于食物未充分加热引起的。

同时，在选择微波炉上，窦洁建议

优先考虑购买带有转盘的微波炉，因为

食物旋转能够使其在磁场中均匀受热，

从而更有效地杀灭细菌。

除此之外，日常清洁维护不容忽

视。“建议先把洗洁精打出泡沫，再用海

绵蘸取擦拭微波炉内壁，之后擦干，确

保没有洗洁精和水分残留，以防止细菌

滋生。”窦洁说，每次加热食物后，应擦

净食物残渣和残汁，以免滋生细菌。

微波炉如此高温，为何还能滋生细菌

“双十一”刚走不久，“双十二”又在招手。各大网购平台和商家

又将推出促销活动，送上福利和优惠吸引消费者。消费者在摩拳擦

掌准备下单时，骗子也正虎视眈眈。为此，公安机关提醒公众，警惕

花样百出的电子信息诈骗。

一是防范虚假电商物流客服诈骗。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消费

者的购物信息，然后冒充购物网站客服，以货品丢失、产品质量问题

或交易失败等理由，主动提出退款，进而诱导消费者在虚假的网页上

填写自己的银行卡号、手机号、验证码等信息，将消费者银行卡内的

钱转走。

警方提示，付款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是极其重要的个人信息，

绝不能随意在网络上填写。正规的网购退款完全可以从交易平台返

款到原支付渠道，不需要绕开平台进行操作，并且正规网络商家办理

退货退款无需事前支付费用。所以当接到自称是客服的电话，不要

盲目轻信，一定要去官方平台进行查询，或者联系卖家进行核实。

二是警惕预售商品诈骗。骗子会在微信群、朋友圈或网购平

台发布“预购”“限时购”等信息吸引消费者，然后要求添加好友，私

下转款。但是，骗子往往只收钱不发货，有些不法分子还会编造收

取定金优先发货、货物被扣要交罚款等理由，一步步诱导消费者转

账汇款。

警方提示，公众在收到优惠短信后一定要去官网核实，切勿随意

点击不明链接。网购时一定要选择正规交易平台，不要私下交易，对

于异常低价的商品要提高警惕。同时，建议在手机上安装国家反诈

中心 App，为自己创造安全的上网环境。

三是当心虚假红包诈骗。购物节举办期间，各大电商平台会以

派发红包的方式为促销活动预热。有不法分子借机在微信朋友圈、

微信群等平台诱骗大家点击“红包”，当消费者点开“红包”后，随即跳

转到其他页面，并显示要提供手机号码、银行账号等个人信息才可以

领取福利。而当消费者填完信息提交后，却发现福利并没有到账。

警方提示，慎点红包领取链接，尤其是在页面跳转到其他网页需

要输入个人信息才可以领到福利时，一定要立即关闭。消费者要谨

记，陌生人发来的链接或二维码，不点击、不扫描，以免落入钓鱼网站

陷阱或感染木马病毒。

四是小心刷单返现诈骗。购物节举办期间，不法分子冒充电商，

以在购物节期间提高店铺销量、信誉度、好评度为由，通过短视频平

台、招聘平台等发布兼职信息，招募人员进行网络兼职刷单。刷第一

单时骗子会以小额返利，让参与者尝到甜头。等交易数额变大后，骗

子会以任务未完成、操作不规范、系统卡单等理由拒不返款，并诱导

参与者继续刷联单、刷大单，当参与者意识到被骗时，为时已晚。

警方提示，寻找兼职要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高报酬”“高佣

金”的兼职信息，更不要抱侥幸心理相信骗子的退款承诺，以免遭遇

连环骗局。网络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凡是要求提前交纳保

证金或定金的工作，都是诈骗。

购物节警惕电诈陷阱

自“以丝代绒”劣质羽绒服事件被曝

光，羽绒服相关话题最近频上热搜。11月

28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出通知书，对

三地查处整治制售假冒伪劣羽绒制品问

题实行挂牌督办。

羽绒服是冬天常见的御寒“神器”，但

公众对它的了解似乎并不充分。“白羽绒

比灰羽绒更保暖”“羽绒服越厚重越保暖”

“羽绒服最适合干洗”等不实言论在网上

热传，误导消费者。

今天，科技日报记者就逐一盘点与

羽绒服相关的传言，帮您拨开迷雾、寻找

真相。

含绒量就是绒子含量？
真相：此“绒”非彼“绒”

如今，为买到性价比高的羽绒服，很

多消费者都会仔细阅读产品说明，尤其会

注意看含绒量或绒子含量。有人认为，含

绒量就是绒子含量。真是这样吗？

“含绒量不等于绒子含量。含绒量

是指羽绒中‘绒’的比例，即绒子、绒丝

在羽绒中的占比。”中国纺织工程学会

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苏州大学纺织

与 服 装 工 程 学 院 教 授 卢 业 虎 在 接 受 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绒子是指长在禽

类 动 物 体 表 皮 层 上 、被 毛 片 覆 盖 的 绒

毛，一般呈朵状，是禽类动物抗寒保暖

的“利器”，也是羽绒服质量主要鉴定指

标 。 绒 丝 通 常 指 从 绒 子 或 毛 片 上 掉 下

来的单丝。

当前羽绒服装适用的国家标准是《羽

绒服装》（GB/T 14272-2021），自 2022年 4

月 1日实施。该标准第 3条第 1款规定，羽

绒服装是指以羽绒为填充物，绒子含量明

示值不低于50%的服装。与2022年之前的

旧标准相比，新标准将羽绒服装定义中的

“含绒量”改为“绒子含量”。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标委会秘书长许

杰指出，绒丝有气味、易钻绒，保暖性相对

差一些。基于以上 3 个问题，新标准在羽

绒服装的定义中剔除了绒丝，进行了上述

修改。

“新标准的指向性更明确，进一步规

范了羽绒服装的生产和销售。”卢业虎说。

白羽绒比灰羽绒更保暖？
真相：颜色与保暖性无关

羽绒主要分为鸭绒和鹅绒。记者查

询中国羽绒信息网发现，白鸭绒、白鹅绒

的成本价通常比同类灰鸭绒、灰鹅绒略高

一些。本着“一分价钱一分货”的想法，不

少 人 认 为 价 高 的 白 羽 绒 比 灰 羽 绒 更 保

暖。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不然。不同颜色的羽绒只是来

自不同品种的禽类动物罢了，不能因此判

定其保暖性。”卢业虎介绍，白羽绒及其制

品（羽绒服、羽绒被等）之所以价格高于同

类灰羽绒及其制品，并不是因为其保暖性

更好，而是因为白羽绒颜色浅可以作为高

档浅色面料的填充物，而灰羽绒颜色较

深，应用价值相对较低。

羽绒服越厚重越保暖？
真相：填充过量起反作用

不少消费者认为羽绒服越厚重越保

暖。这种观点科学吗？

“羽绒的品质和绒子蓬松度是衡量

羽绒服保暖性的两大指标。”卢业虎解

释，羽绒的品质与绒子含量和种类等因

素相关。例如，同为鸭绒，绒子含量为

90%的保暖性要高于绒子含量为 80%的；

绒子含量同为 90%，鸭绒保暖性一般低

于鹅绒。

卢业虎介绍，通常情况下，绒子蓬松

度越高，羽绒服保温性越好。羽绒服中

的绒子蓬松度会受到服装款式与填充结

构影响。里料和面料之间的空间越大，

存储的静止空气越多，羽绒服保暖性越

好。但若羽绒服绒子填充过多，就会降

低绒子蓬松度，减少静止空气存储量，影

响保暖性。

2007 年，杭州萧山国家羽绒制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名

为《羽绒制品保暖性与羽绒品质间的关

系》的论文。文章指出，当羽绒制品每平

方米充绒量达到 200 克时，80%绒与 90%

绒保温率趋于一致；当每平方米充绒量

超过 200 克时，80%绒与 90%绒保温率都

呈下降趋势。

卢业虎团队也曾做过相关研究，研究

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证实了以上结

论。“如果填充空间有限，那么当填充量超

过某一临界值时，单颗绒子的蓬松度就会

下降，导致羽绒服越厚重越不保暖。”他说。

羽绒服最适合干洗？
真相：干洗剂会损伤羽绒

羽绒服价格普遍较高，一些人怕洗衣

机把羽绒服洗坏，认为最好送去干洗。这

一做法对吗？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信息部工作人员

曲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不建议干洗

羽绒服，因为干洗剂会损伤羽绒，影响羽

绒服的保暖性。

通常衣服内侧的标签都会附上明确

的洗涤说明。记者看到，很多品牌的羽

绒服都标明“不建议干洗”，甚至是“不可

干洗”。

目前，常用干洗剂的主要成分四氯乙

烯会损坏羽绒的蛋白质成分，造成羽绒毡

并、板结、发硬，失去蓬松性，进而降低其

保暖性。

“很多人不敢水洗羽绒服，主要是怕

羽绒粘连、结块。但事实上，水洗并不会

破坏羽绒，只要在晾晒过程中多拍打，让

羽绒充分‘蓬’起来，羽绒服的保暖性就不

会大打折扣。”卢业虎说。

曲 艺 提 醒 ，水 洗 羽 绒 服 时 ，最 好 使

用中性洗涤剂或专业清洗剂，同时洗涤

不 宜 过 于 频 繁 。 切 记 不 要 用 真 空 压 缩

袋收纳羽绒服，这种收纳方式会影响羽

绒质量。

含绒量就是绒子含量，羽绒服越厚重越保暖，羽绒服最适合干洗……

别 被 这 些 羽 绒 服 传 言 误 导

消费者在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一家超市内选购羽绒服。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