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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起，这些谣言也该降降温了

【辟谣】

◎本报记者 陈 曦

刚刚过去的8月，酷暑难熬，许多人被高温折磨得苦不堪言，每天靠躲在空调房里
“续命”。不过，烈日骄阳并没有影响到谣言的活跃度，它们依旧在网上兴风作浪
：空调制冷开到26摄氏度最省电、今年是未来十年中最凉爽的一年、降温喷雾零危
害……

随着今年三伏天的结束，全国各地也都有了一丝秋季的凉意，今天科技日报记者就
对8月的谣言逐一进行盘点，让秋风给它们去去“热度”。

空调制冷开到26摄氏度最省电？

真相：设置的温度越高、耗电量越小

过去一个月中，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让空调成了许多人的“保命神器”。不过，
很多人在吹着空调的同时，也心疼着“哗哗”流走的电费。网上一直流传着“空调
开到26摄氏度最省电”的说法，而这个节电“偏方”，很多人都尝试过。

对此，国网天津电科院环保专业负责人郑中原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将
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空调耗电量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

首先，耗电量和空调设定的温度有关。曾有人进行过测算，空调制冷温度如果由26
摄氏度降至25摄氏度，耗电量会上升47.89%；如果空调设定的温度从27摄氏度降
到25摄氏度，那么耗电量将暴增134.35%。因此，只有将空调制冷温度调高，耗电
量才会下降。“也就是说，空调设置的温度越低，耗电量越大。”郑中原表示。

其次，不同匹数和能效的空调，耗电量也有所不同。一级能效的空调比三级能效空
调更省电；匹数越高的空调，制冷越快，但耗电量也越大。

最后，空调耗电量大小还和室外温度有关。若室内外温差过大，也会增加一定的耗
电量。通常室内温度与室外温差在4摄氏度左右时，空调比较省电。

郑中原介绍了两个空调省电的小窍门。“把空调叶片调至向上吹风，由于冷空气重
，会下沉，因此比直接往地面吹冷风，更容易将凉意扩散至房间内。此外，在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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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同时还可以搭配使用电扇，借助电扇将冷风扩散到房间各个角落。”郑中原说
，这两种办法都可以快速将室内温度降至设定温度，减少空调运转，从而节省电量
。

今年是未来十年中最凉爽的一年？

真相：论文研究内容不涉及未来温度预测

今年夏天，关于高温的话题一直没断过，最高温纪录一次又一次被打破，让人“热
不堪言”。8月底出现的一条热搜“今年或许是未来10年中最凉爽的一年”，更是
吓坏了网友。发布相关消息的自媒体称，该结论来源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篇论文。该论文称，未来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将进一
步增强，这也会进一步导致极端天气的产生。

随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亲自下场”辟谣称：该论文研究的是温室气体
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不涉及未来10年温度预测问题，更没有提出、也不支持“今年
是未来10年中最凉爽一年”这一结论。

“要对本世纪末的长期气候变化进行预估，必须借助气候模式，但是受科技发展水
平的影响，当前模式结果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在其官
方微博发文称。

虽然没有“未来10年中最凉爽的一年”之说，但是今夏的热，却是实实在在的。据
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评估，综合考虑高温热浪事件的平均强度、影响范围和持续时
间，截至8月15日，此次我国高温事件已经持续64天，为1961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
；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覆盖范围为历史最大。

之所以出现这种极端情况，此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张人禾曾解释道
，“北极变暖放大效应”是加剧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极端天气的重要原因。

此外，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熙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造成夏季
极端高温的一个直接诱因是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辐射强迫变化所导致的全球增温。
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能够吸收和发射红外线，造成地表的持
续增温、全球变暖。

降温喷雾零危害？

真相：有爆炸或引发火灾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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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这是今年三伏天人们出门的真实写照。被烈日炙烤
的，不只有人还有车。汽车在似火的骄阳下晒一会，车厢内就像蒸笼一样，让驾驶
员和乘客难以忍受。为了缓解高温，不少开车族在网上购买了降温喷雾，一些买家
称将其喷在车内可“急速降温且零危害”。那么，它真是安全的“降温神器”吗？

“降温喷雾之所以有如此‘神奇’的降温效果，主要是利用了水雾蒸发吸热的原理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张生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道，网上销售的降
温喷雾，其主要成分是水，还会添加少量乙醇(酒精)、薄荷脑及其他有机物质。由
于水和酒精会“吸附”物体表面的热量，因此待其蒸发后热量也就随之被带走了。
“这和打针前在皮肤上涂过酒精后，我们会感觉到凉意，是一样的道理。”张生说
。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能迅速降温的喷雾是由液化石油气制成的，其主要成分为丙烷
和丁烷。“丙烷的沸点为零下42.1摄氏度，丁烷的沸点为零下0.5摄氏度，它们在高
温环境中可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热，让物体表面迅速降温，最低可使局部温度降至0
摄氏度以下。”张生表示。

尽管降温效果不错，但降温喷雾并非人们所说的零危害，反而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液化石油气和酒精都属于易燃易爆品，一旦处理不当，极易引发危险事故，成
为灾难的导火索。”张生提醒道，特别是夏天车内经太阳暴晒后温度较高，把易燃
易爆的降温喷雾放置于车内很可能引发爆炸，此外喷雾遇到明火也有可能引发火灾
。

张生建议，公众应尽量避免选择含有液化石油气或者二甲醚等极易燃成分的降温喷
雾产品。在使用以水和乙醇为主要成分的降温喷雾时，需确保使用范围内无明火，
如在车内使用，使用后应及时开窗通风，防止车内易燃成分积聚过多、引发安全事
故。

洗杨梅掉色是因加了染色剂？

真相：是其富含的花青素让水变了色

天气炎热让不少人没有胃口，而杨梅因其味道酸甜，让不少人食欲大增。

但是在清洗杨梅的时候，很多人发现，洗杨梅的水很快会变成粉红色、紫红色或淡
粉色，也因此传出了“洗杨梅掉色是因杨梅加了染色剂”的说法。

对此，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检中心(杭州)常务副主任王强表示，给杨梅染色的情况
几乎不可能存在。杨梅无外果皮包裹且果肉外露，若想给它染色只能将其浸泡在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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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或者对其喷洒染料。但是喷洒很难实现均匀上色，而浸泡更会加速杨梅腐烂变
质。除此之外，增加染色环节，还会增加成本，没有实质意义。

如果没有用染色剂，那么洗杨梅掉色又是怎么回事呢？

“杨梅果肉富含花青素，而花青素在水中的溶解性极强，我们看到的粉红色、紫红
色或淡粉色，就是花青素溶解在水中的颜色。”王强介绍道，杨梅果肉的细胞壁比
较薄，当用水冲洗杨梅或搓洗杨梅时，很容易造成细胞壁的破损，花青素随之流出
，将水染上了颜色。

王强建议公众可以把杨梅浸泡在淀粉和盐混合的水中，盐水可以刺激果蝇幼虫自动
跑出，而淀粉可以吸附幼虫和其他杂质，浸泡约20分钟后，再用清水将杨梅冲洗干
净即可。

来源：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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