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热播剧 《欢乐颂 2》 终于结
束了。剧中“五美”的形象深入人心，
也给网友留下了大量的讨论话题，其
中，讨论最热烈的莫过于“王柏川樊胜
美因房产证名字分手”。剧中，樊胜美
因为王柏川在房产证上只写他的名字而
当场懵掉，两个人在售楼处当着所有人
的面发生争执……

那么，王柏川应不应该在房产证上
加上樊胜美的名字？成都青年男女们怎
么看？记者分别采访了成都的男女青
年，父母以及律师，来听听他们对这件
事的看法吧。

成都男青年：婚后基本都愿意加女
方名字

“当然要写女方的名字，”黄先生
说，既然目标是过一辈子，房产证上写
谁的名字都一样，婚后的房产是夫妻共
有财产，名字什么的无所谓。就算最后
人房两失，那也没关系，至少曾经真心
相爱过。

2014 年，赵先生和妻子结婚，房子

的首付是他出的，房产证上写的是夫妻
二人的名字，月供是二人一起还完的。
赵先生表示，“既然在一起，当然要把
老婆的名字写上去，这也是给她的一个
保障嘛。”

成都女青年：当然要加自己的名字
“我又不是不付钱，只是没有交首

付而已，既然我都愿意一起还月供了，
那就必须要写上我的名字。如果我一分
钱没出，不写我的名字没问题。”大三
学生小金说，如果男方不写自己的名
字，那婚就不要结了，没有意义。

“凭什么不写我的名字？房子本来
就应该是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张小
姐表示，即使首付是男方出的，也要写
女方的名字，毕竟以后月供是大家一起
还的。

父母看法：怕“加名”主要担心
分手

胡女士是一位媒体工作者，有一个
2 岁的儿子，她说“以后孩子结婚，如
果首付都是我们出的，那肯定不写女方

的名字，毕竟现在房子的价格这么贵，
要是两人分手，那可不好办。”

同为媒体工作者的李女士却有不同
看法，对于自己的儿子，她认为如果女
方愿意一起还月供，那写上女方的名字
也没有什么不妥。

徐 先 生 有 一 个 9 岁 的 儿 子 ， 他

说 ，“ 我 们 夫 妻 幸 幸 苦 苦 这 么 多 年 ，
就 是 为 了 等 儿 子 长 大 ， 可 以 不 为 房
子 发 愁 ， 以 后 有 了 儿 媳 妇 ， 他 们 能
够 幸 福 是 最 好 不 过 的 了 ， 万 一 感 情
出 了 什 么 问 题 ， 也 不 能 把 房 子 赔 进
去。”

《天府早报》2017.6.14 文/胡潇潇 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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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买房：男方加不加女方名字费思量

律师卢晓倩认为，《欢乐颂2》王柏川母亲担心“如果樊胜美与其哥哥打官司输
了，房屋会被法院强制执行”，这一担心不无道理。因为若加上樊胜美名字，该房
屋就属于夫妻共同所有。

至于樊胜美说婚后愿意共同还房贷，卢晓倩说，根据婚姻法，夫妻一方婚前签
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
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不
能达成协议的，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
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

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由产权登
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婚前婚后买房别傻傻分不清

不少人的手机都会在电量低于30%
时提示及时充电，低于 10%的时候是
必须马上充电，否则很快电源就耗
尽。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让电池能够
更耐用？

对此，北京工业大学应用数理学
院副教授周洪直和首都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物理高级教师王邦平为大家解答
疑惑。

电池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王邦平介绍，在现代技术中，电

池就是指能够提供电能，且便携、独
立的化学系统。

电池可分为一次电池和二次电池
一 次 电 池 也 叫 不 可 充 电 池 ， 它

在电池内进行化学反应，将化学能
转化为电能，一次电池放电导致电
池发生永久、不可逆的改变；二次
电池又叫可充电电池，它利用化学
反应的可逆性，将化学反应转化为
电能。当电量耗尽时，可以由充电
器 进 行 充 电 ， 再 次 进 行 化 学 反 应 。
现在人们常用的电子产品中，大多
数的电池都是二次电池。

电子产品的电池为什么越用越不耐
用？

周洪直介绍，目前我们使用的手
机等电子产品中的电池都属于化学类
电池，经过多次使用，电池中的电解
质和金属极板之间会产生化学反应，
金属极板的表面会出现一层钝化层，
钝化层会阻止电流的产生与通过，使
电池的内电阻增加，电池能提供的电
量也会随之下降，从而导致电池容量
慢慢衰减，造成电池越来越不耐用的
现象。

如何延长电池的使用周期？
周洪直介绍，不同电池的使用方

式也不一样，现在电子产品中使用比
较多的就是锂电池，而大家在使用锂
电池时，最好不要将电池中的电量用
尽再充，因为这样会使电池的化学活
性下降，缩短电池寿命。所以在平时
使用电子产品时，一般应该在电子产
品还有 30%以上的电量时就充电，这
是一种较为有效地延长电池使用周期
的方法。原来，30%的临界点是为了提
高电池的使用寿命。

王邦平补充道，想要延长电池的
使用周期，尽量使用原装充电器和数
据线。避免电池温度过高。如当手
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机身过热
时，无论是否使用，电子产品中的电
池都会被迅速损耗。看来，把电池里
的电量耗完再充电这种做法并不正
确，在有电的情况下充电反而对电池
比较好。 人民网2017.6.27

当前，越来越多人从直立动物
“进化”成了“低头动物”。出门走
走 ， 这 个 世 界 简 直 已 经 是 “ 低 头
族”的天下了。与之相关的话题也
越来越多：那越来越多的事故则是
触目惊心，让人唏嘘不已。翻翻报
道 ， 有 人 走 路 玩 手 机 ， 竟 落 水 溺
亡；有人过马路玩手机，被撞死或
致残；有人走路发短信，跌倒时手
机竟戳破眼球；有小伙走路看手机
被撞身亡，民警赶到时，手机里还
在播放电视剧……

这还是玩手机吗？简直在玩命
啊！想想那样的场景：走在路上，捧着
手机，沉浸其中，突然、突然、突然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就一命呜呼，死
得轻如鸿毛；这让后人怎么盖棺定论
——此君年富力强，然不幸被手机所
害？是不是有点太随意、太可惜？

很多小伙伴或许觉得，这些都只
是极端、个别案例。但“低头族”的
风险真的少见么？去马路上看看吧，
过马路玩手机、骑电动车看订单、踩
单车刷微博，随处可见，并且险象环
生，你在旁边看着都能捏把汗。不夸
张地说，越来越多的马路“低头族”
已经成为道路交通安全的新生隐患。

真拿他们没办法了？先看看马路
上的新花样。为了挽救这群“游走在
生死边缘”的人们，澳大利亚街头出
现了“注意低头族”的警示标识，提
醒司机小心；美国出现了“手机人行
道 ”， 供 “ 低 头 族 ” 横 行 （重 庆 也
有）； 此 外 ， 还 有 “ 进 化 ” 的 红 绿
灯。从德国、荷兰到澳大利亚，有的
使用发光二极管，有的用 LED 地面
灯，反正就是铺在地面上——不是低
头么，既然立在路边的红绿灯你“假
装”看不见，那就铺在地上好让你看
个清楚！

对于铺设地面红绿灯，有人鼓掌

也有人拍砖。反对者观点很明确，一
是觉得此举是在鼓励走路玩手机的不
良行为；二是认为不该为不遵守规则
的人花钱。不可否认，走路玩手机值
得“大力反对”，但如今放眼全球，

“低头族”们浩浩荡荡，比如他们在韩
国被称为“拇指族”，在美国帮助戒除
手机上瘾甚至已经成了一些机构的新
业务……从电视时代的“沙发土豆”，
到如今的“低头族”，科技的进步总在
人们身上留下烙印，似乎是大势所
趋，难以抵挡。在“低头率”越来越
高，短时间内无法有效遏制的情况
下，通过新设施、新手段保护路人安
全，值得考虑。就像澳大利亚官员说
的那样，哪怕这些红绿灯只能救下一
条命，这么做也是值得的。

再看引导。当前过马路玩手机并没
有法规约束，除非是闯红灯，否则交警
也无权制止。为此，近来为马路“低头
族”立法的话题引起争论。确实，立法
不是万能的，对其立法也面临着执法
难、取证难等操作难题，但通过倡导性
的法律法规引起更多人重视，通过更多
宣传引导、警示教育让“低头族”时时
小心、处处注意，值得尝试。

《广州日报》2017.6.22 文/夏振彬

夏天天气炎热，很多人都忍不住吃冷
食、冷饮，但是一定不要过贪，否则吃得越
多、越凉，越会影响消化功能、降低抵抗
力，让人更容易中暑。

这是为什么呢？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
心的王洪兴大夫解释说，中医认为“暑毒外
蒸”，应多吃温、软的食物，避免过度食用冰
凉食物，以免影响消化功能、降低抵抗力，让
人容易上火、中暑。因为短时间内摄入冷食冷
饮过多，消化系统就会受到影响，会使人体因
局部温度很快下降而调节失衡，继而影响到全
身各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容易导致中暑发
生。 《大河健康报》2017.6.27 文/陈丹

近日，山东泰州的刘先生吃了 1 个毛
桃，过敏反应严重，住进了 ICU。“导致过
敏的可能是桃毛、果肉，也可能是桃子上喷
洒的农药。”浙江医院皮肤科主任吴小萍
说，吃毛桃一旦过敏，刚开始症状较轻时，
应停止食用，将脸、手洗净。如果症状较严
重，比如嘴唇、耳朵、颈部出现大片红斑，
甚至有轻微水肿，就应重视了。除桃子，菠
萝、香蕉、草莓、杨桃、猕猴桃、西红柿也
都会引起过敏。 《楚天都市报》

莲子除作为珍贵的滋补食品外，还是一服
妙药。其中，健脾益胃散为常用补剂。做法
为：莲子肉、芡实、扁豆、薏苡仁、山药、白
术、茯苓各120g，人参15g （或党参60g），共
炒研末。临用时可加白糖。每次用 15-30g，
以温开水冲调服。该方滋养补益，健运脾胃。
用于脾虚少食、腹泻；肺结核病人肺脾两虚、
咳嗽少气等。但常便秘的人不适合吃莲子。

《快乐老人报》2017.6.26 文/张艳

如何让手机电池更耐用？

“低头族”出没 红绿灯也该“进化”了

吃得越冰越易中暑

吃个毛桃住进ICU，
水果过敏需谨慎

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荔枝尤适
合产妇、老人、体质虚弱者、病后调养者，
贫血、胃寒者食用。阴虚火旺体质、湿热体
质的人群，建议少食荔枝。空腹也不宜食用
荔枝。成人每天吃荔枝不要超过 300 克，最
好在饭后半小时内食用。建议将荔枝去壳拨
核，将荔枝肉浸入淡盐水中，再取出食用。

《南方日报》

荔枝不宜空腹食用

莲子药用健脾益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