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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名重庆诗人
写高考小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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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敌人”、亲爱的师长……
亲爱的高考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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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
05

版

今日天气 中心城区 分散阵雨转多云 气温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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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

特朗普：
与马斯克关系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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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台主持人替听众维权
被区政府工作人员嬉笑回怼

民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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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今起三天重庆今起三天
最高气温最高气温3535℃℃

问题来了：空调一开一关
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

6月8日白天，重庆东北部地区
阵雨，其余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
分散阵雨，气温18～35℃。

根据重庆市气象台预计，到9
日白天，重庆中东部部分地区有阵
雨；9日夜间到11日白天，各地多
云到晴为主，最高温35℃。

今天：重庆中东部部分地区阵
雨，其余地区分散阵雨转阴天到多
云，气温16～35℃；中心城区分散阵
雨转多云，气温24～31℃。

明天：东南部偏南地区阵雨转多
云，其余地区多云，气温15～35℃；中
心城区多云，气温23～33℃。

后天：各地多云到晴，气温
17～35℃；中心城区多云间晴，
气温23～34℃。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
者 石亨

高温天气来了 专家教你怎样开空调更省电
据中国气象学定义，当气温达到

或超过35℃时即可称为高温天气。
大热天里，空调成为消暑“利器”，许
多人调侃“我这条命是空调给的”！

不过，空调好用是好用，但错误
的使用方法，很有可能让它成为家里
最费电的电器。使用空调时，一开一
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很多人
至今没有弄明白。建议学一学，能帮
你节省不少钱！

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
哪个更费电？

中国制冷学会科普部主任、高级
工程师李晋灏指出，频繁开关空调反
而更费电。

李晋灏介绍，空调启动阶段的能
耗会很高。重启次数多了，会超过空
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空调工作
时间越长，这种对比越明显。

此外，频繁开关空调还可能给压
缩机造成较大压力，导致其使用寿命
缩短。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
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
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合理利用
睡眠模式，使用变频空调。

夏季使用空调的省电秘诀

有人说，空调开除湿模式也可以制
冷，用起来还更加省电。这是真的吗？

华东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
学院工程师崔璐分享了夏季开空调
的省电秘诀。

崔璐指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
潮湿，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
证室内湿度在40%~60%，能提升体
表的舒适度且有利于人体健康。如
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开制冷
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
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
冷的效果。

北方的大部分城市夏季室内炎
热但并不潮湿，应选择制冷模式。特
别是在温度较高，例如将近40℃的
高温天气下，开启除湿模式不但不能
省电，反而会增加耗电量，而且降温
太慢会影响舒适感。

健康吹空调 注意这八点

1.定期清洗空调
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在使用前最

好及时清理。建议每半个月清理一
次滤网，一来是为了获得更洁净的空
气；二来长期使用后滤网上面会聚集
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
调的性能，耗电量也会增加。
2.避免骤冷骤热

我们机体的适应力是有限的，如
果从很热的环境突然进入到空调房
内，或从空调房内突然进入很热的环
境，机体容易出现免疫功能紊乱、免
疫功能低下等问题。
3.注意室内保湿

恰当的湿度对于呼吸道黏膜、皮
肤等免疫功能的保持很有帮助，所以
要保持室内有一定湿度，避免又冷又
干。可以适当饮水补充水分，也可以
在空调出风口下方放置一盆水来改

善湿度，房间内湿度控制在 40%～
60%为宜。
4.温度不宜设置太低

空调温度不宜设置太低，室内外
温差也不宜过大，过大会加重体温调
节中枢的负担，很容易造成头晕、皮
肤干燥、口干舌燥等不适，而且还耗
电。一般最适宜温度为26℃~28℃。
5.定时开窗通风

长时间关窗开空调会使空气不
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鼻塞、
喉咙干、打喷嚏等呼吸道不适。应该
注意时常换气，建议 2～3 小时左右
开一次窗，每次通风约10～15分钟，
保证室内空气新鲜。
6.避免直吹身体

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面
部、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
感的部位。如果直接对着头颈部吹，
头皮温度下降，容易引起脑血管收
缩，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而
言，严重时可诱发中风。
7.风向朝上更制冷

开空调制冷时，最好把空调风向
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制热
时，则让空调风向朝下。一般来说，
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反之，这样
可充分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

性，自然交换。
8.老人也要及时开空调

老人可能在“不觉得热”的
情况下出现“隐性中暑”。随着
年龄升高，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感
受器敏感性下降，对外界的温度、
湿度的体感变得不明显，所以即便

室温偏高，他们也可能感觉不到很热。
实际上，由于他们的身体体温调

节功能和适应能力下降，长期处在高
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很容易出
现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电解质紊乱等
症状，从而中暑。因此应该及时开空
调，并保持室内适当通风。

据人民日报

天气预报

政策“组合拳”持续显效
房地产市场保持基本稳定

今年高考北京卷微写作：“请以‘轻’
为题目，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要
求：感情真挚，语言生动，有感染力。”重庆
晨报特约重庆 10 名诗人以此命题进行创
作，总分10分，您给他们打多少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