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端高温下
汽车也需“防暑”

□ 夏慧

立秋过后，却没带来丝毫秋意，反而高温

持续不断。在极端高温下，不仅人需要“防暑”，

汽车也需要“防暑”。面对骄阳似火的高温天

气，汽车该如何防“中暑”？记者走访了部分汽

车维修点进行了解。

专业人士给建议

有多年汽车修理经验的曹师傅告诉记

者，夏天气温高，车子在烈日底下暴晒，对三

个部位伤害较大。一是汽车玻璃，高温会使

玻璃的物理性能变差，车主应给汽车玻璃贴

上车膜。停车时要注意将车尾停在向阳的一

面，避免前挡风玻璃、中控台、仪表盘等不受

太阳光的直射，起到“防暑”作用。二是车漆，

车漆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会造成氧化、褪

色甚至脱落，因给车身镀膜、封釉的花费相

对较高，车主可以在网上淘一些汽车类的遮

阳伞、防晒罩、车衣等对汽车进行防护。三是

车胎，夏季爆胎事件频发，车主如果发现胎

压、胎温过高，不能直接采取放气和泼冷水

的方式来解决，应选择阴凉处停车。与此同

时，车主在夏季应定期检查车胎的胎压，必

要时可以将胎压适当降低一些。

市民自有汽车“防暑”妙招

记者观察到一些私家车主给车两侧玻

璃窗安上了窗帘。“今年刚买的车，所以对新

车保养比较重视，我看见公共汽车两侧都挂

了窗帘，我也复制了一下，效果还不错。”市

民夏先生告诉记者，他还花了二百多元钱给

汽车的座椅换上了一套凉垫。

市民吴先生表示，出门在外，有时间的话，

他会在附近找个有树荫或者可以避阳的地方

停车。如果是将车停在有人看管的停车场，他

会把四个车窗的玻璃降下来一点，车窗缝隙以

人手没办法伸进去为准，这样可保持车子内外

空气流通，避免车内温度过高，也不怕车内的

东西被盗。

行车安全提醒

打火机、罐装碳酸饮料、香水、液化气雾

剂、老花镜、放大镜、温度计等是汽车内常见

的小物品，曹师傅提醒广大车主，这些物品在

夏季会成为“隐形杀手”，一遇高温极易引起

爆炸、燃烧等灾害，车主要注意不要将它们放

在阳光直射、气温高的地方。瓶装水、防暑药

等也是夏季车主的必备品，但长时间将它们

放在车里也极易引起变质，车主要及时进行

更新。

此外，经过烈日下的暴晒，车内温度极高，

不少车主开车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打开空调。曹

师傅指出：“车内温度过高，立即打开空调不仅

不能达到很好的降温效果，还可能增加发动机

的压力，长时间使用此法，会缩短发动机的寿

命。”曹师傅建议，在进入被晒过的车子前，可

先将车门打开，帮助散热，等温度降下来后，打

开空调的外循环挡，排除剩余的热气，然后再

开内循环挡，这样既能使车内快速降温，也可

以减少汽车的能耗。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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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高于主配料

冷饮食品让人放心吗？
业内人士建议选择添加剂较少的

□ 张云

炎炎夏日，雪糕、冰棍、冰淇淋等冷饮备

受青睐，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冷饮销售火爆。不

过，一些细心的市民发现，部分冷饮配料表里

食品添加剂的数量竟然高于主配料，而且没

有任何一种食品添加剂标注了用量。不少市

民有了疑虑，吃这样的冷饮安全吗？

市民蔡先生最近购买了一些冷饮放在冰

箱里，给孩子热的时候吃。他无意中看到了冷

饮包装上的配料表，上面的食品添加剂数量

着实让他吃了一惊，十多种配料中食品添加

剂就占了八种。蔡先生不禁担心，食品中那么

多的食品添加剂成分，长期食用会不会对孩

子的健康造成伤害。

近日，记者走访多家超市，观察了蒙牛、

伊利、和路雪、八喜、美登高等常见、销量较高

的品牌冷饮产品的配料表。在这些冷饮中，食

品添加剂数量最少的有四种，最多的达十种

以上。其中，出现较多的有瓜尔胶、增稠剂、食

用香精、亮蓝等。

这些产品对食品添加剂的标注方式也不

一致，有的直接标注了所含的各种添加剂名

称，如和路雪的一款抹茶口味冰淇淋，配料表

中“食品添加剂”一项标注了单、双甘油脂肪

酸酯、槐豆胶、瓜尔胶、卡拉胶、天然胡萝卜

素、亮蓝、食用香精等内容。而八喜的一款香

草口味冰淇淋“食品添加剂”一项则是标注了

乳化剂（471）、增稠剂（407）、着色剂（160a）、食

用香精（0.2%）等内容。然而，不管哪一种标注

方式，都没有标出食品添加剂的具体含量。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冷饮中的食品添加

剂主要分4种，调味剂、着色剂、塑形剂和乳

化剂。调味剂，又可分为甜味剂、酸味剂和香

精，在冷饮产品中，食用香精的使用率是

100%，同一冷饮中，加入不同的香精，冷饮就

会变成不同的味道。着色剂，顾名思义就是给

冷饮“上色”的，多是合成色素，如胭脂红、亮

蓝等。塑形剂，就是在配料表中常见到的增稠

剂，是用来增加食品的黏稠度的高分子亲水

化合物。乳化剂，添加于食品后可显著降低油

水两相界面张力，使互不相溶的油（疏水性物

质）和水（亲水性物质）形成稳定乳浊液的食

品添加剂。

业内人士提醒，国家许可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在一定用量内对人体健康无碍，但儿童身体

各项机能尚未发育完全，尽管合格产品中的食

品添加剂含量没有问题，但冷饮中多种食品添

加剂叠加使用，儿童过多食用仍可能引发消化

不良、腹泻、过敏等问题，影响营养正常吸收，

甚至引发相应疾病。家长在为孩子选购冷饮等

食品时，应留心食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尽量选

择添加剂较少的食品。

记者发现，许多品牌推出了经典的老口味

冰棍，如老冰棍、芝麻棒冰、绿豆棒冰、盐水棒

冰等，相对“高档”冰淇淋而言，这些冰棍包装

朴实无华，口味相对清淡一些，价格也更“亲

民”。许多消费者表示，这些老口味的冰棍食品

添加剂少，吃着比较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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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三伏天里的老习惯
□ 张云

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

的日子，战高温成了市民生活的主旋律。但高温

并非一无是处，许多市民还保留着三伏天晒伏、

涨酥头饼、做豆瓣酱的习惯，给夏日生活增添了

许多滋味。

晒伏

今年入伏以来多是晴好天气，阳光火辣，给

市民晒伏提供了好条件。在邮城老城区和农村，

经常可见市民拉起绳子、支起晾衣架，晒满棉

被、冬衣，商品房的阳台上也可常见市民晒伏。

家住世贸广场附近的陈女士家是单门独院

的两层楼房，晒伏是每年伏天她必做的工作。陈

女士告诉记者，今年梅雨期虽短，天气比较干

燥，家里湿气不大，但是棉衣、棉鞋、棉被等还是

要在伏天里拿出来晒晒，消毒杀菌，这是保留多

年的老习惯了。

怡嘉天下的唐女士家住5楼，棉被之类的

闲置物品平时都放在车库里，由于阳台较小、东

西搬上搬下也比较累，今年唐女士晒伏主要将

受潮有霉点的衣物棉被拿出来晒。唐女士告诉

记者，原来住在乡镇时，平房院子很大，每年到

伏天都会把家里容易受潮的东西拿出来晒，住

进商品房后，东西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受潮，不过

还是习惯拿出来晒晒，不晒伏总感觉夏天少了

点什么。

在采访时，老城区的居民李奶奶告诉记者，

这晒伏也是有讲究的，早上八点以后、下午四点

以前的太阳比较适合晒伏，时间不用太久，大半

天就够了，最好晒一两个小时后翻动一下，让衣

物棉被全面接受太阳暴晒。

涨酥头饼

高温天气胃口差，不少市民喜欢吃稀饭，解

渴又消暑，这时来几块酥头饼就粥正好。馊粥和

上面粉，自然发酵一夜，第二天早上涨酥头饼正

好，高邮也有的地方叫“摊酥头令”。

市民张先生是涨酥头饼的能手，做出来

的酥头饼酥软可口，家里人都喜欢吃。他用的

是最传统的方法，用馊粥来调面。“现在气温

高，粥不放在冰箱里很容易馊，晚上把馊粥和

面粉一起调好，发酵六七个小时，第二天早上

摊烧饼正好，放点盐或者糖，做好了就粥吃，

天然又好吃。”张先生告诉记者，他涨酥头饼

是跟着家里老人学的。小时候家里没有冰箱，

隔夜的粥容易馊，为了不浪费粮食，家里人就

用馊粥来发酵“摊烧饼”，这是老一代传下来

的习惯了，家里人都爱吃，自己亲自做的感觉

卫生、安全、放心。

做豆瓣酱

做豆瓣酱也是高邮人的老习惯了，借助三

伏天的太阳暴晒，去掉黄豆的豆腥味，将黄豆中

的鲜味提出来，做菜时放一些豆瓣酱，能提升食

物的味道，别有一番滋味。

记者采访了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询问豆

瓣酱的制作方法。市民吴奶奶告诉记者，制作豆

瓣酱时，应先将黄豆煮熟，调进适量面粉，趁热

捏成饼状，放在竹匾里，摆放于阴凉干燥的地

方，用玉米叶或者芦苇叶盖上。一个多星期后，

黄豆饼发霉，就有了酱黄，酱黄越多，做出来的

酱味道就越鲜美。此时，将黄豆饼表面的霉点和

灰尘洗刷干净，泡在放凉的盐开水里。然后在伏

天里，每天放在太阳下暴晒，晚上则搬进房子

里。过完伏天，豆瓣酱也就晒好了。

“做豆瓣酱是自古就有的老习惯了，晒豆瓣

酱一定要在伏天里，这时候气温高、太阳最为暴

烈，黄豆很容易出现霉菌，苍蝇之类的虫子也比

较少，晒出来的酱干净、入味。”吴奶奶感慨到，

“自家做的豆瓣酱比外面买的酱干净、天然、味

道更鲜美，但是现在做豆瓣酱的人少了，会做的

人也少了，真怕以后这些老传统就这么消失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