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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多月不见雨雪，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可不小
嘴唇干裂、喉咙上火，脱衣冒火花、握手电一下

天干物燥，如何防“火”防“电”？
这个冬天，雪花在大江南北飘过，唯

独错过郑州，近百天不见雨雪，“艳阳高
照”开始让人有些心慌。医院里，输液的
人群挤满了大厅；单位里，咳嗽、鼻塞的同
事一抓一大把；生活中，一不小心就会被
电一下。有效防“火”防“电”成为人们的
当务之急。 晚报记者 张华 实习生 董艳竹

所有能用的取暖工具，入冬后，成了单位、
家中取暖的主力军。在享受温暖的同时，干燥
一直伴随左右。

“我一天到晚喝水都喝饱了，照样口干舌
燥。”市民王女士单位一直开空调，屋里暖烘烘
的让人头蒙，别说一天 8杯水，“恨不得自己都
是水桶。”

白天喝水还好过些，晚上家里有暖气，一
夜醒来，嘴唇起皮、开裂，却又不敢老喝水，因
为起夜是件很痛苦的事。

“两天连续发烧，我不会该挂了吧。”市民
范女士的这个签名，让身边的同事兼病友们深
有同感。

感冒发烧，成了这个冬季的高发病。范女
士说，自己去问医生，啥引起的发烧，医生说：

“天气干的了，多少天没下雨雪了。”
省武警医院急诊科徐建霖大夫说，自从入

冬以后，每天来医院输液的人非常多，主要是
天气干燥引起的上火、感冒、发烧，以及急性咽
喉炎等。

徐大夫说，冬季天气干燥，饮食结构中缺
乏水果蔬菜，肥厚油腻之品摄取较多，容易引
起上火。

保证室内湿度是预防上火的一个重要条
件，在室内放置一盆清水，或摆放一台具有净化加
湿作用的加湿器，可有效调整室内湿度。

同时，饮食方面也应注意，过量食用葱、
姜、蒜、辣椒等辛辣食物以及羊肉、狗肉都会引

起上火。而新鲜的绿叶蔬菜、橙子、绿茶都有
良好的清火作用。胡萝卜对补充人体的维生
素A，避免口唇干裂有很好的疗效。故民间有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的说法。
在室内放一盆清水，到底作用有多大？
记者试验了一下。前日晚临睡前屋里放

半盆水，昨日清晨发现效果挺明显，干裂的嘴
唇湿润很多。

“啊，你电我！”昨日，市民肖肖和好友王丽
在二七广场逛街，两人的手指头刚触到，就被

“电”的立即散开。像这样的过电，实在太常见
了。

早上拿个塑料梳子梳头，头发没梳好，倒
被梳子给“拎”起来了，成群的头发丝肆意发
散。晚上脱毛衣，关灯时总能看到噼里啪啦的
电火花。坐公交，拉一下铁栏杆或者手指触到
车门，可能就会被电到。

买衣服，样式不重要，颜色也不重要，市民

卢先生买衣服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带静电
不？”

低湿天气出现时，化学纤维质地的内衣、
地毯、坐垫和墙纸等受到摩擦都能产生静电。
另外，家用电器使用时亦会产生静电效应或外
壳带上静电。

这些小静电可别小看，它能引起身体不
适，还会引起头痛、失眠和烦躁不安等症状，甚
至导致皮疹和心律失常，对神经衰弱者和精神
病人危害更大。

静电有害如何防“电”
试试这些小窍门

如何消除危害人们健康的静电，
下面方法简单易行，不妨一试：

1．室内空气湿度低于30%时，

有利于摩擦产生静电，若将湿度提高
到 45%，静电就难产生了。因此，低
湿天气出现时，不妨在家里洒些水，
或在室内放置一两盆清水，可以达到
增加室内空气湿度的目的。

2．显示器工作时，荧屏周围会

产生静电微粒，这些微粒会大量吸附
空中的漂尘，这些带电漂尘对人体及
皮肤有不良影响。因此，显示器不能
摆放在卧室。看完之后要洗脸、洗
手。

3．对老人、小孩、静电敏感者、

查不出病因的心脏病人、神经衰弱和
精神病患者等建议在冬季穿纯棉内
衣、内裤，不要穿化纤类衣物，以减少
身体损害。

4．勤洗澡、勤换衣服，能有效

消除人体表面积聚的静电荷。

5．当头发无法梳理服帖时，将

梳子浸在水中，等静电消除之后，便
可随意梳理了。

6．光脚有利于体表积聚的静

电释放。因此，休闲时，不要放过光
脚的一切机会。

7.为避免静电击打，可用小金

属器件（如钥匙）、棉抹布等先碰触大
门、门把、水龙头、椅背、床栏等消除
静电，再用手触及。

8.准备下车的时候，用右手握

住挡，手指碰着下面铁的部位，然后
开车门，把左手放在车门有铁的位
置，但是左手别松……然后把右手放
掉，下车，这时候你再用右手抓着门
就不会被电到了。

空调、暖气、电暖扇…… 取暖太干“被感冒”

冬季防“火”可食疗 屋里放盆水加湿

天干物燥处处有“电” 静电危害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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