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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窗贴膜
别再雾里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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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绿灯】

绿灯

中午喝蜂蜜有特效

中午不仅是人体一天中消耗
热量最多的时候， 也是最易感到
疲劳的时期， 建议此时可喝一杯
蜂蜜水，蜂蜜中的果糖、葡萄糖能
很快被身体吸收， 改善血液营养
状况，蜂蜜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如
有益身心的钾，起镇静作用的镁，
强筋健骨的钙等。中午喝蜂蜜，最
能补充大脑营养，解除疲劳。

白萝卜生吃促消化， 其辛辣
的成分可促胃液分泌， 调整胃肠
机能， 还有很强的消炎作用。 熟
吃 ， 尤其和猪肉 、 羊肉等炖着
吃 ， 则能补气顺气 。 白萝卜炖
汤， 是寻常百姓最常见的做法。

白萝卜生吃促消化

地铁里的空气是最脏的， 研
究显示， 地铁空气中存在大量对
身体有害的微粒， 如煤、 沥青、
铁等， 主要是由未充分燃烧的燃
料及车轮摩擦产生的。 它们比汽
车尾气对健康的伤害还要大。 另
外， 地下、 密闭、 人员密度大，
也是造成地铁空气污浊的原因。

红灯
地铁里的空气最脏

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之
一， 但高钠饮食的致死风险正在
逐年上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推荐，18岁以上成人每天 食盐摄
入量应控制在6克以内，但我国居
民每人每日食盐摄入量平均为
10.5克。 钠摄入过量成为血压升
高、肾脏代谢功能变差的主因。

高盐饮食不利健康

老老瞎瞎想想也也是是一一种种病病
让让人人身身心心受受损损 □□张张杰杰

“花了 6000多元贴的汽车
膜， 真的有那么好吗？ 商家的宣
传可信吗？” 面对着自己高价的
贴膜， 陈先生有点半信半疑。 的
确， 买了新车， 贴膜总是必不可
少的。 可是， 怎样才能在良莠不
齐的市场上挑选到品质好的车
膜？ 记者了解到， 由于我国尚未
出台车膜的国家标准， 商家宣称
的防紫外线、 防炫目、 透光、 隔
热等功能难以评判。 为此， 记者
通过走访， 希望能帮助您辨别膜
的优劣提供一点消费建议。

不迷信品牌
看摸闻仔细观察

“挑选车膜， 没有必要迷信
品牌。” 前不久， 在一家汽车美
容装饰店里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不少品牌的车膜都是贴牌生
产的， 而且越是名气响的品牌，
仿冒的人越多， 你怎么知道你用
的一定是真的？ 所以不要迷信名
牌 ， 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贴到假
膜， 还不如踏踏实实选个信誉好
的店里贴膜。

那么， 普通消费者怎么来鉴
别好膜和劣质膜？ 据这位工作人
员介绍， 其实办法很简单———就
是看、 摸、 闻。 首先要看看清晰
度、 看颜色。 一般来说， 优质汽
车膜在夜间应可以清晰看见6米
以外的物品， 而劣质膜视觉清晰
度差。 而且， 优质汽车膜的颜料
经久耐用， 不易变色， 在粘贴过
程中经刮板涂刮也不会脱色， 而
劣质膜的颜色有时会自行脱落。
可以用酒精或汽油擦拭一下膜的
表面， 易褪色的是劣质膜。

其次， 凭手感去摸。 优质汽
车膜摸上去有厚实的平滑感， 而
劣质膜手感 薄 而 脆 ， 且 易 起
皱 。 而且 ， 优质膜隔热性好 ，
简单的办法就是采用一种测试方
法来作比较： 在一个碘钨灯上放
一块贴着汽车膜的玻璃 ， 用手
触 摸 玻 璃 感 觉 不 到 热 度 的 是
优质膜 ， 而即刻有烫手感觉的
则表明其隔热性能有问题， 是劣
质膜。

“最好就是闻味道， 这是很
多人最直接的查验方法。” 该工

作人员介绍说， 劣质汽车膜的胶
层残留溶剂中， 苯含量高， 会有
异味， 而优质膜在出厂前已经过
专业处理， 异味较小。 而且， 当
撕开汽车膜的塑料内衬后， 再重
新复合时， 劣质膜会起泡， 而优
质膜复合后完好如初。

贴膜非永久
定期更换很重要

因能阻挡紫外线、 阻隔部分
热量， 同时还能达到保护用车人
隐私的目的， 汽车车窗玻璃遮阳
膜受到很多车主的喜爱。 但是如
果贴膜后因为使用不当也会起不
到应有的保护作用。 据了解， 针
对上述问题， 有消协组织前不久
对部分汽配城、 品牌授权经销商
和网上商城等销售的汽车膜进行
了比较试验 。 通过比较试验发
现， 可见光反射比体现产品的防
炫目功能。 可见光反射比过高会
造成道路上的光污染， 影响对面
来车驾驶员的视线和判断， 同时
也会降低自身驾驶的视线范围。
所以个别产品不能用于汽车前挡
膜， 消费者在使用时一定要详细
了解。

同时， 消协有关人士提醒，
贴膜后3天内不要升降车窗， 一
周内不能清洗汽车膜及开启除雾
线开关， 贴膜后如果出现气泡必
须在24小时内到施工店进行处
理； 勿让空调风对着膜吹， 以免
剧烈的热胀冷缩。 而且， 优质汽
车膜具有单项防护功能， 即外部
能防敲击， 内部能被轻易击破。
贴膜后车主在遇到紧急情况时，
可用钝器敲击侧窗玻璃的4个角，
这样一来， 车窗玻璃就会整块脱
落 ， 以便车主在紧急情况下逃
生。

需要提醒的是， 车膜并不是
永久的， 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应该
及时更换， 根据不同档次产品，
大约间隔在5年至8年。 当然， 购
买贴膜时 （包括4S店赠送） 要让
商家将贴膜的产品规格型号、 批
号等相关参数明确写在发票或质
保卡上， 并索要所贴膜的小样，
并妥善保存小样等资料， 在保质
期内可有效维权。

□本报记者 博雅

思考本是一件好事， 但有的
人遇到点小事儿就过分猜测解
读， 甚至胡思乱想， 不仅让自己
身心俱疲 ， 也让身边的人变得
“句句惊心”。

老瞎想或预示精神障碍

专家认为， 首先社会压力和
竞争的增大导致人们危机感增
大， 进而变得敏感。 生怕自己会
错了意， 导致工作和生活中的窘
境。

其次， 人际关系的复杂化，
不少人每天在不同的角色中转
化 ， 时而要做合格的丈夫或妻
子， 时而要当称职的上司， 时而
要迎接重要的客户。 这些不同的
角色让人们戴上了不同的面具，
见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 揣摩语
言背后的用意， 就成了不少人的
“职业病”。 时间长了， 就会开始
胡思乱想。

最后，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
爱瞎想的人往往从小不被尊重，
常被父母批评、 否定、 打骂， 导
致内心自卑， 以致长大后对别人
的举止特别在意。 总爱洗手的小
张与父母的关系就不好， 经常遭
到父母无端责骂。

胡思乱想让身心受损

胡思乱想是烦恼的源泉。 有
些人遇事不是认真思考解决办
法， 而是东想西想， 进而否定 、
恐吓自己， 于是自己成了自己的

“敌人”。
胡思乱想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让人焦虑 、 紧张 ， 进而导致失
眠。 另外， 失落、 焦躁、 恐惧等
情绪 ， 会对躯体造成器质性伤
害。 专家表示， 心、 身是相互影
响的， 临床上有许多疾病是由心
理问题诱发的。 胃是最能表现情
绪的器官之一， 因而有些人常常
被 “气得胃疼”， 还有的人在过
分忧虑时感觉 “胃缩成了一团”。
爱瞎想的人往往内心纠结 、 矛
盾， 伴随胃的过度活动， 进而引
起胃溃疡。

身体动起来， 大脑歇一歇

爱胡思乱想的人要学会自我
调节。 老人退休后很空虚， 交际
圈变小， 容易出现 “人走茶凉 ”
的落寞感 ， 怀疑别人不尊重自
己， 连孩子都瞧不起自己。 上了
岁数的人， 不要将精力完全集中
在家庭和孩子上。 老人要找到家
庭以外的生活 ， 可以培养点爱
好 ， 如旅游 、 钓鱼 、 当志愿者
等。 中青年群体面对繁杂的工作
事务和琐碎的人际关系， 常担忧
还没发生的事情。 但要知道， 这
些忧虑还没发生。 如果经常瞎琢
磨， 不妨找父母、 同学、 好友聊
聊。

另外， 行为上的改变能削弱
“奔逸” 的大脑， 比如给别人一
个微笑， 会提升自信心， 抛却自
卑心； 去公园跑跑步、 打打球、
看场电影， 可以分散注意力。

七成消费者
赞成重罚不法经营行为
□本报记者 博雅

新 《食品安全法》 将于今年
10月1日实施， 针对这部被称为
史上最严的 《食品安全法》， 消
费者最关心什么？ 经营者是否作
好了准备？ 自今年8月中旬以来，
市消协在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 （以下简称新
《食品安全法》） 施行前， 就消费
者关心的有关食品安全问题以及
食品类消费维权问题开展问卷调
查。 共收集到有效问卷样本3750
个， 其中， 3015名消费者参与问
卷调查， 735名经营者参与问卷
调查。

调查显示， 消费者最关心的
是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
全程追溯管理体系， 从根本上提
升政府监管和公共服务能力， 严
格规范食品经营主体行为， 提升
消费者的消费信心。 其次是关心
加大处罚力度， 形成有效震慑；

设置千元保底赔偿， 激发消费者
依法维权热情 ； 确立首负责任
制 ， 为消费者依法维权提供方
便 。 同时 ， 调查也发现一些问
题， 如有的由于食品种类复杂多
样， 且具有卫生、 保质期限等特
殊属性， 以往维权普遍存在的取
证难 、 检测难及责任认定难等
“三难” 问题， 仍是当前食品消
费维权的主要困难。

被问及 “您怎么看对不法经
营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时， 数据
显示， 超过七成消费者认为加
大 违 法 成 本 ， 可 形 成 有 效 震
慑 ； 有 两 成 多 消 费 者 对 该 条
款的落实表示担忧。 数据说明 ，
大 多 数 消 费 者 相 信 加 大 处 罚
力 度 ， 会 有 效 震 慑 不 法 经 营
食品行为， 但也有少部分消费者
担心， 加大处罚力度难以落到实
处。

专业人士：
看摸闻三招鉴别贴膜好坏

新《食品安全法》10月1日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