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A14 20252025年年55月月2222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责编责编：：赵璇赵璇 编辑编辑：：潘登潘登 美编美编：：张妍张妍 校对校对：：姜军姜军

周
刊生活生活 传 真真

今年 5月初，成都气温
骤升，李先生打开已闲置一
年的家用空调，调至最低温
度。3天后，李先生突发高
烧、剧烈头痛、肌肉酸痛和
咳嗽，自行服用感冒药后症
状非但未缓解，反而出现呼
吸困难。家人紧急将其送
往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胸
部CT检查显示其左肺呈现
大片白色影像，几乎占据一
半肺部。经肺泡灌洗检测，
最终确诊为嗜肺军团菌肺
炎。无独有偶，深圳某幼儿
园曾因中央空调未清洗，导
致 30余名儿童集体出现过
敏性鼻炎；网约车司机张先
生因车内空调滤网长期未
更换，吸入霉菌后患上慢性
支气管炎……类似案例在
每年夏季频发。

“这种病菌的‘温床’正
是长期未清洗的空调。”5月
19日，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王金亮解读了成都李先生
的病例。他说，嗜肺军团菌
在潮湿环境中繁殖迅速，空
调内部若积满灰尘、冷凝水
未及时排出，便成为病菌滋
生的“培养皿”。当空调开
启时，携带病菌的水雾被吹
入室内，经呼吸道吸入人体
后引发感染。李先生的空调
因一年未用，滤网、蒸发器内
堆积了大量霉菌和灰尘，加
上他长时间紧闭门窗，导致
病菌浓度迅速升高，最终酿
成严重后果。不清洗空调易
得细菌感染？上海市疾控中
心专家曾对家庭空调进行抽
样检测，结果显示，使用两年

以上的空调滤网灰尘厚度可
达1厘米，蒸发器缝隙中滋
生的尘螨和霉菌数量超标
数十倍。当空调运转时，
这些污染物随冷气扩散，
室内空气中的细菌含量可
能激增 10 倍以上，严重威
胁呼吸系统健康。

家用空调清洗需遵循
以下步骤：

首先，切断电源，拆卸
滤网并用中性清洁剂浸泡
冲洗；其次，对蒸发器喷洒
专用清洗剂，静置 15 分钟
后擦净残留；最后，开启空
调运行30分钟，排出污水。

对于中央空调或复杂
结构，建议请专业人员深度
清洁。此外，汽车空调同样
需定期更换滤芯，并使用杀
菌喷雾对风道进行消毒。

连日来，郑州气温持续突破
40℃，空调也被戏称为“续命刚
需”，可制冷效果打折、噪声扰
民、维修纠纷……有关空调的一
些“花式作妖”也成了不少人的
闹心事。

“遥控器都调到16℃了，半夜
还能把人热醒。”家住郑东新区聚
源路的张先生说，从今年五一开
始，他就不定时地使用空调，直到
前几天自己半夜被热醒，才发现
空调已经不怎么制冷了。

空调售后服务热线、正规空
调维修、空调维修上门……张先
生在网上一搜，各种各样的维修
广告信息让他应接不暇。他就
找了离自己家比较近的某维修
公司胡师傅前来上门维修，一次
给家里 3台空调充了氟利昂，算
上上门、高空作业等费用，经过
讨价还价支付了 600多元，可胡
师傅走后那台问题空调依然存
在制冷问题。

随后，胡师傅二次上门，又

是焊接又是换材料，折腾得满头
大汗，可是空调依然没修好，这
次胡师傅也没好意思要上门等
费用，张先生也没好意思让胡先
生退钱，毕竟给其他空调也充了
氟利昂。

“这网上找的真不靠谱，他
们说缺啥就是啥，自己只有乖乖
掏钱的份！”张先生感慨道。

无奈，张先生向购买空调的
商场客服进行了求助，没想到商
品还在保修期内，这次不花钱就
搞定了。

上海市民过女士为父母在
某互联网平台上预约了空调清
洗服务，没想到却麻烦不断。“清
洗第一台时，他在我们的帮助下
才把空调装回去。清洗第二台的
时候，发现他把空调洗坏了。第
三台空调我也不敢让他洗了，就
让他离开了。”过女士说，空调在
清洗后直接“罢工”。过女士只好
联系了空调品牌方来维修空调，
光维修费就花了500多元钱。

连日高温，空调不凉快赶紧找人修？
专业人士：少花冤枉钱，多种方式可自查

吹出“白肺”、面瘫

天热莫贪凉 空调清洗要正确

连日来，郑州气温持续“高温不退”，5月19日，
最高气温极值更是飙升至43.7℃。酷暑之下，空调
自然成了大家不可或缺的“避暑神器”。然而，在享
受清凉的同时，如何正确使用和维护空调，也引发了
人们的关注。对此，记者对相关人士进行了采访，听
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遇到空调不制冷的问题该
如何处理？海尔河南分公司服
务总经理宋德聪说，遇到空调
不制冷，可以先通过以下方式
自查。

1.滤网堵塞，会出风量小，
制冷效率低。可以关闭电源→
拆下滤网（参考说明书）→用软
毛刷或吸尘器清理灰尘→温
水+中性洗涤剂轻柔冲洗→晾
干后装回。

2.外机散热不良，外机周围
有杂物遮挡或冷凝器积灰。可
通过清理外机周围 1 米内的杂
物（如树叶、纸箱）→ 用软毛刷
或吸尘器清洁冷凝器翅片（注意
勿压弯）。

3.制冷剂不足（需专业判
断）。运行一段时间后仍不凉，
外机铜管结霜或无明显冷凝
水。制冷剂泄漏需专业人员检

测修复，不可自行添加。
4.模式设置错误。确认遥

控器设置为“制冷”模式，温度调
至24℃以下，风扇速度调高。

5.电源电压不稳，空调频繁
启停或无法启动。检查家中电
压（如用万用表测量插座电压是
否在 220V±10%内），必要时加
装稳压器。

如自查后仍不制冷，且外机
压缩机不运转；听到异响、漏电
或烧焦味（立即断电并报修）；制
冷剂泄漏（铜管油渍、长时间不
制冷）就需联系专业人员上门服
务了。

宋德聪同时提醒，要对空调
进行定期保养（每年使用前、停
用后各清洁一次）可大幅降低故
障率。若自行处理无效，建议优
先联系官方售后（避免非正规维
修乱收费）。

制冷效果不理想，先别急着找人修

河南经东律师事务所王子
万律师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若经营
者提供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
服务涉嫌欺诈，应依法补偿消费
者的损失。在空调维修事件中，
消费者如果遭遇了冒充品牌官
方电话的第三方售后行为，有权
向相关机构进行投诉。同时，消
费者也可以联系官方售后。

在有的空调维修过程中，也
存在空调维修诈骗，这些犯罪分

子精心伪造品牌官方身份，通过
网购相关“工作要件”如品牌工
作服、报价单和工作证等，冒充
官方维修人员接单上门。在检
修过程中，他们谎称需要更换重
要配件，实际上并未真正更换，
而是通过无中生有、以次充好和
小病大修等手段骗取消费者钱
财，甚至因不当操作导致机器原
始配件受损。一旦发生这类事
件，消费者可以报警处理。
本报记者 张玉东

别让空调成了高温下的闹心事

遇到空调维修纠纷，怎么办？

近日，全国多地气温持续攀升，空调成
为人们纳凉的“救命神器”。然而，空调的
不当使用却悄然威胁着健康。成都李先生
吹了3天空调，患上军团菌肺炎，左肺“白”
了一半；武汉张女士夜间贪凉直吹空调，突
发面瘫导致“嘴歪眼斜”……医生提醒，忽
视正确清洗和科学使用，空调可能成为健
康的“隐形杀手”，引发多种疾病。

与 李 先 生 的 遭 遇 不
同，武汉市民张女士的“空
调之劫”来得更为突然。
炎热的夏季，32 岁的她因
工作疲惫，深夜开空调时
将温度调至 22℃，并选择
睡眠模式。次日清晨，她
发现左侧面部僵硬、嘴角
歪斜，右眼无法闭合，经诊
断 为 特 发 性 面 神 经 麻 痹
（面瘫）。

王金亮解释，夜间睡眠
时人体肌肉和毛孔处于松
弛状态，若空调风直接吹向
面部，冷刺激会导致局部血

管痉挛，面神经供血不足进
而引发水肿、受压，从而导
致面瘫。科学使用空调保
健康除了清洗，空调的科学
使用同样关键。
牢记“三不”原则：

“不贪凉”，室温建议设
定在 25℃~26℃，室内外温
差不超过8℃；

“不直吹”，避免冷风直
接接触面部、颈部等敏感部
位，出风口可调至朝上，利
用冷空气下沉原理实现均
匀送风；

“不密闭”，每2~3小时

需开窗通风10~15分钟，保
持室内空气流通。

对于免疫力较弱人群，
如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
更需谨慎。

王金亮提醒，军团菌
肺炎潜伏期达 2~10 天，初
期症状与普通感冒相似，
若自行服药无效应及时就
医。面瘫患者若能在发病
48 小时内接受抗病毒、营
养神经等治疗，并配合针
灸康复，可大幅缩短恢复
周期。
本报记者 黄栖悦

闲置一年空调直接打开吹，患上军团菌肺炎

睡觉空调开到22℃，一夜醒来面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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