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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解码

随着冬季低温季节到来，续航缩
短、充电慢等影响新能源电动汽车驾乘
体验和消费者满意度的问题更为突出。

近日，中消协发文提示，由于冬季
低温条件下电池充放电效率降低，新能
源电动汽车的充电或者停放要尽量选
择温度相对适宜的环境，例如室内停车
场或阳光充足的室外停车场，以提升电
池活性、减少续航损失、提高充电效率。

冬季谨防电量消耗过快出现车辆
“趴窝”现象

中消协提醒消费者，为车辆充电
时，要选择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充电
桩，远离易燃易爆物，避免安全隐患。
尤其雨雪天气时，充电前要确保充电枪
头与车辆充电口的干净、干燥，室内充
电时要注意保持环境的通风，户外充电
时留意不要让雨水或雪水流入充电口，

以免引起充电接口内部短路，影响电池
使用寿命。

冬季气温降低，车辆轮胎会变硬、
变脆，建议定期检查胎压，避免因胎压
过高或过低影响驾乘体验，排除安全隐
患。结合续航模式和出行距离，合理调
配车辆驾车模式和空调通风换气模式，
预留富余、未雨绸缪，谨防电量消耗过
快出现车辆“趴窝”现象，影响出行体验
和安排。

养成“浅充浅放”的充电习惯

另外，在启动、停车、充电、驾驶等
操作中，要充分考虑新能源电动汽车电
池特性。在出行前，启动新能源电动汽
车后要让电路和电池组预热 1—2分
钟，使电池组达到更适宜的工作条件，
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和续航功能。

要养成“浅充浅放”的充电习惯，尽

量不把电池电量耗尽再充电，做到随用
随充、及时充电；保持理性、平和、稳重
的驾驶习惯，除非遇到特殊或紧急情
况，尽量避免急加速、急转弯、急刹车等
操作，既保障出行安全，也节省车辆功
耗。此外，新能源电动汽车长期闲置
时，要适当补电后再妥善停放，定期通
电运转，避免电池静置过久处于亏电状
态，不利于电池健康。

使用充电桩时应综合考虑安全性、
正规性和便利性

续航和充电问题一直是新能源电
动车主的主要痛点之一。

中消协提示，最便捷的方式是有条
件安装私人充电桩，当前很多小区可以
支持在固定车位安装充电桩，最好提前
与物业进行咨询确认。如果不具备安
装条件，可下载各类充电App查询附近

处于闲置状态的公共充电桩，在保证充
电安全的前提下，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综合考虑充电桩品牌、地理距离、充电
价格、结算准确性、结算便捷性、故障解
决及时性等方面做出最优选择。

如果自行选购新能源电动汽车便
携式充电枪，要注意查看产品是否经过
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检测认证，确认产品
整机执行的是否是现行标准，看标识和
说明是否包括制造商信息、设备信息、
额定输出电压电流、输入电源性质（交
流AC或直流DC）、使用环境等内容，
同时关注安全保护功能和质保服务，
选择质量过硬的充电枪产品。使用充
电枪设备时，提前观察检查充电桩设
备是否有故障提示，充电电缆是否存
在绝缘皮破损、控制盒壳体是否有破
损、金属导体外露等情况，如有应马上
停止使用。 （来源：人民网）

冬季新能源汽车续航缩短？

中消协发充电使用消费提示

本报讯 （记者 吴杰 徐茂豪）
日前，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肾脏内科
为一名患有法布雷病的患者实施了精
准化酶替代治疗，该治疗的开展是贵州
省首例。

据了解，该患者长期四肢疼痛，逐
渐出现脑、心脏、肾脏、神经病变，导致
身体出现水肿、肾功能异常，患者来到

该院肾脏内科求诊。经过肾活检病理
检查，被诊断为法布雷病。

据该院肾脏内科主任颜晓勇介绍，
法布雷病是一种极为罕见的X染色体
连锁遗传的鞘糖脂类代谢疾病，这类
患者因为身体里缺少一种酶，导致有
些脂蛋白无法分解，在体内堆积造成多
系统病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将

危及生命。
目前，法布雷病的治疗方法是进行

酶替代治疗，以补充体内酶的缺乏，减
少患者疼痛，延缓或阻止多系统病变，
但是，治疗费用昂贵。经该院多方协
调，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为该患者提供了
罕见病医疗援助。

据了解，该院肾脏内科针对罕见病

的诊治专门成立了医护团队，并针对不
明原因的慢性肾脏病等罕见病、标准激
素治疗无效肾病综合征、先天性肾病综
合征开展免费基因检测。

“希望通过诊疗水平的进一步提
升，能够帮助更多罕见病患者得到有效
治疗，减轻患者的病痛。”颜晓勇说。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开展法布雷病精准化酶替代治疗

近日，网络上出现了一股“用室内
甲醛检测试剂盒测试食用菌甲醛含
量”的热潮。许多自媒体博主都“下
场”测评，并将检测结果以视频形式发
布出来。

在这些视频中，很多博主都声称在
香菇、白玉菇和金针菇等食用菌上检测
到了甲醛，许多观众看到后直呼心惊，
并对食用菌产生了恐惧心理，害怕吃了
这些含有甲醛的食用菌会致癌，纷纷扬
言再也不敢吃食用菌了。

那么，将室内甲醛检测试剂盒用于
食品检测是否科学？市面上售卖的食
用菌中是否含有甲醛？购买和食用相
关食品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人为违规添加的可能性非常小

甲醛是一种无色、有强烈刺激气味
的有机化合物。根据产生途径，甲醛被
分为外源性甲醛和内源性甲醛两种。
外源性甲醛是指采用违规手段对商品
添加的甲醛。曾经有些不良商家为了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将甲醛当作防腐
剂和漂白剂使用，以延长食用菌存储时
间、防止食用菌腐烂，这些违法行为确
实给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带来了不良
影响。

不过，如今随着健康环保理念日渐

深入人心、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健
全，这种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了。根据现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相关规定，甲醛
不得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供生产经营
使用，以任何方式在食品中添加甲醛
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同时，我国各监
督部门对食品安全问题高度重视，相
关工作人员会对市面上售卖的食用菌
进行检测，对违规添加甲醛的行为进
行严厉打击。

除此之外，甲醛作为一种有特殊刺
激气味的化合物，隐秘性不强，很容易
被普通消费者发现，现如今几乎没有商
家甘愿冒险以身试法，人为违规添加甲
醛的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在上述视频
中，从食用菌检测出来的甲醛基本可断
定不属于外源性甲醛。

生物代谢过程中或产生微量甲醛

既然不是外源性甲醛，那视频里
食用菌中的甲醛只能是内源性甲醛
了。内源性甲醛是在生物代谢过程中
产生的。

目前，已经有很多科学家在食用菌
上发现其自身会根据自然环境变化而
产生微量的甲醛，例如日本学者早在

20世纪70年代就对香菇中的甲醛含量
及其形成机理开展了研究。因此，近日
许多博主检测出食用菌含有微量甲醛
也是正常的。

既然内源性甲醛是生物在代谢过程
中产生的，并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那
么它们对人体是否会产生危害呢？

答案是不会。因为在正常情况下，
食用菌产生的甲醛极少，并且在吃之前，
人们都会对其进行冲洗，其含有的甲醛
极易溶于水，很容易就被清洗掉了。

用试剂盒测蘑菇中甲醛含量结果
可能不准

在上述视频中，多位博主都是用室
内甲醛检测试剂盒来检测食用菌甲醛
含量的，不过这种检测方法存在测试漏
洞。因为上述试剂盒专门用于检测室
内等特定空间内甲醛的含量，其在检测
时容易受温度、湿度和空气等诸多外界
因素的影响，实验结果可能不准确。

目前，检测食用菌中是否含有甲醛
的方法主要有乙酰丙酮法和柱前衍生
化高效液相色谱法，这些检测方法都需
要加入特定的检测试剂并配合精密仪
器才能完成检测，它们被各大科研院所
和监督部门广泛应用于食品检测。

除此之外，在“用室内甲醛检测试

剂盒测试食用菌甲醛含量”的风潮出现
后，已有市场监督部门立刻跟进，进行
了正规的甲醛检测，并未发现食用菌甲
醛含量超标的现象。因此，消费者只要
是在正规渠道购买食用菌，就无需过度
担忧甲醛超标的问题。

两种方法帮你轻松去除甲醛

那么，消费者在购买食用菌时，该
如何辨别是否添加了甲醛？

消费者在购买时可以贴近闻一下
并仔细观察，如果食用菌有刺鼻气味或
颜色比正常食用菌颜色更白，就有可能
添加了甲醛。

除此之外，消费者如果担心食用菌
甲醛含量过高，可以用以下两种方法将
其去除。

首先，可以多用水浸泡、冲洗食用
菌。甲醛是一种极易溶于水的化合物，
把食用菌购买回来后，可先用流水清
洗，将其表面的杂菌和化学农药去除干
净，然后再将食用菌放入水中浸泡 10
分钟。

其次，烹煮时务必使食用菌熟透。
甲醛遇热容易蒸发，在烹饪过程中，几
乎所有甲醛都会挥发掉，因此只要食用
菌熟透了，就不会有问题。

（来源：人民网）

市场上买的蘑菇真有甲醛吗？

近日，仁怀市苍龙街道组织相关人员
在水塘村开展科普知识进乡村宣传活动，
向村民普及科学防疫、疾病预防等知识。
图为工作人员在发放资料。

（记者 一丁 摄）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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