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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车知识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林润

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汽车难免会因为这样
或那样的原因，导致划伤或剐蹭。对于一些小
的划痕不少车主认为无伤大雅，不用管它。但
也有一些车主出于对车辆的爱惜，会想尽各种
办法消除划痕。近段时间，各大网站、论坛、
社交媒体上都在讨论一些“去痕神器”，那么
这些“去痕神器”靠谱吗？

2018年 12月 31日下午，市民王先生与记
者一起对市面上常见的几种“去痕神器”进行
了测试。首先，王先生拿出了划痕蜡，把划痕
蜡挤到专用的毛巾上，随后对一辆有着很浅划
痕的汽车进行擦拭。经过一番擦拭后，划痕已
不如之前那么明显了。“效果看着还行，不过
这种轻微划痕，我觉得打打蜡都看不见了，应
该找个深一点的划痕试试。”

随后，王先生又在该车上找到了一条稍微
深一点的划痕，经过一番擦拭后，虽有效果但
效果已经不太好。“拿这个网上说的‘修复神
器’试试。”随后，王先生拿出一款网红“修
复神器”。“这个步骤有点复杂啊，要先把划痕
处擦干净，然后用砂纸打磨，再用这个填缝
剂。一步一步试试看咋样。”王先生说，网传
的“划痕修复神器”步骤相当复杂。王先生按
照使用说明书上的步骤一步一步地进行，用了
近半个小时才算完成操作。

记者注意到，由于这道划痕较深，在未使
用“修复神器”之前，在离车几米远的地方就
能看到这道划痕。而使用“修复神器”后，划
痕依然清晰可见。王先生认为，这些网传的

“修复神器”并没有宣传的那么神奇，只能说
修复效果有限。

最后，记者联系上市区金山路上一家汽修
店的一位车辆喷漆师傅，该喷漆师傅告诉记
者，网上说的这些“划痕修复神器”，他们之
前也使用过，后来发现效果不像宣传的那么
好。“对一些特别浅的划痕还有点用，稍微深
一点都不行了。”该喷漆师傅说，对于车身上
的较浅划痕车主可购买“修复神器”修复一
下；如果划痕较深，最好还是到正规的汽修店
或4S店进行喷漆。

车漆去痕神器靠谱吗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林润

如果你留意过自己爱车的车顶，或许你会
发现车顶会有一个像鲨鱼鳍一样的东西。然而
就是这个东西最近让市民王先生烦恼不已。

“晚上我把车停在路边车位上，早上起来时
发现车上的‘鲨鱼鳍’不知道被谁偷走了。”
2018 年 12 月 30 日，王先生通过“浩哥热线”
向记者吐槽，称自己的雅阁汽车停在舟山路与

辽河路交叉口的一个车位内，第二天早上去开车
的时候发现车辆的‘鲨鱼鳍’竟然不见了。

当日下午，记者见到了王先生。他告诉记
者，本来车顶上并不是现在这样光秃秃的，在
车顶靠后的位置有一个“鲨鱼鳍”。记者看到，
王先生车顶位置有一块银白色的金属物，上面
有一片电子芯片。王先生介绍，这个电子芯片
应该是增强车内收音机信号使用的。“我以前听
说过偷轮胎的、偷后视镜的，还是第一次遇见
偷‘鲨鱼鳍’的。”王先生告诉记者，这让他十
分郁闷。

“这东西要说也不贵，但是却挺重要的。”
就此，记者联系上王先生所购汽车的4S店工作
人员。该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鲨鱼鳍”有增
强信号、扰流、吸收静电的作用。“以前‘鲨鱼
鳍’只用在豪华车上，一般车上配的都是天
线。”该工作人员说，如今大部分车都装有“鲨
鱼鳍”。“我在 4S店工作，也见过几个车主的

‘鲨鱼鳍’被偷的。”该工作人员说，为谨防此
类事件再次发生，他建议车主停车时最好把车
辆停在有监控的地方。“这东西虽然不贵，但如
果被偷确实也很让人郁闷。”

刚刚过去的 2018年，在整
体车市低迷的大环境下，新能
源汽车市场持续保持了高增长
的发展态势。这也巩固了中国
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先市场
的地位。但在新能源汽车的细
分市场方面，插电式混合汽车
表现抢眼，纯电动汽车则不尽
如人意。业内人士认为，从长
远看，提升新能源汽车的技术
和安全保障最为关键，同时需
要重视汽车产能过剩问题，以
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
布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 2018
年11月份产销量分别为17.3万
辆和 16.9 万辆，1 月份至 11 月
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分别完
成 105.4 万辆和 103 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63.6%和68%。

对于新能源汽车实现百万
目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
长助理陈士华表示：“预计今年
全 年 产 销 会 达 到 120 万 辆 ，
2019 年会持续相对高速发展，
较2018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至
少增长40万辆。”

北京新场科技有限公司创
始人王彦敏认为，在政策和资

本的双轮驱动下，这个增长是
意料之内的。这也进一步巩固
了中国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领
先市场的地位。

“长远来看，提升新能源汽
车的技术和安全保障是最关键
的。”周毅认为，短期来看，新
能源汽车在补贴退出和来自外
资新能源汽车的竞争这两大挑
战面前，恐会出现过剩产能。
工信部于2018年12月6日发布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准入许可管理办法》，鼓励汽车
研发设计企业与生产企业合
作，允许“代工”生产汽车，
这是一个极强的政策信号，当
前从主管部门到汽车制造企业
都应该重视汽车产能过剩问题。

据新华网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迎来高增长

爱车停路边“鲨鱼鳍”被偷

车主王先生正在使用车主王先生正在使用““去痕神器去痕神器””

王先生爱车上的鲨鱼鳍已不见踪影王先生爱车上的鲨鱼鳍已不见踪影

开车上路，难免会遇到一些剐蹭，出了事
故如何拍照取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处理不
好，很可能对事故的责任划分产生影响。那
么，出了事故以后怎样准确的拍照呢？对此业
内人士表示，准确的拍照要有：全景照片、车
辆四周照、细节照片。

全景照。拍全景照为的是记录事故发生的
地点和环境，这个照片可以大体判定责任划
分。比如说在主路和辅路发生的事故，又或者
是因为违反标线行驶等一些情况，这个照片至
少要拍两张。

车辆四周照。拍四周的照片是为了细化责
任划分，比如说附近的交通标线、标志。举个
例子，对方车辆实线变道，对我方车辆造成了
剐蹭，那么这道实线就一定要拍进去，有了这

一类照片，基本上是可以准确判定责任了。
细节照片。这个照片其实更多的是有备无

患，比如说上面那些照片依然无法完全判定责
任，或者后期定损理赔的时候可能发生扯皮等
等，这一类照片，大家就抓住一些细节来拍
摄，比如说刹车痕迹、外观的剐蹭等。

基本上有了这些照片，事故的责任划分就
比较清晰了。除了这些照片，还有一个材料也
很重要，那就是行车记录仪里的视频。如果有
行车记录仪的画面，事故责任划分要更加容易
一些，还没有的小伙伴可以备了一个啦。

需要提醒的是，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对
责任划分没有把握的话，照片一定要多拍，宁
多勿少，以防万一。

据《银川晚报》

出了事故 怎样拍照最准确

汽车课堂

热车还是有必要的

一些刚买车的车友或许会
有疑问：现在的新车技术很先进
了，什么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停、
定速巡航都有了，甚至有些车能
半自动驾驶，是不是就不用热车
了？其实并不是这样。虽然车
子的辅助功能在进步，但大部分
车的发动机工作原理都还和以
往一样。业内人士的建议是启
动发动机后让其保持在每分钟
1100转，先不要猛踩油门，等温
度表读数上升再启动。

不要心疼防冻液

不少朋友都听说过“防冻
液三年 5万公里一换”的说法，
但这个定论一般是建立在“使用
最好防冻液”的前提下。从一些
老司机的实际经验来看，如果有
条件一年一换是最好的。理由
很简单，现在人们的用车频率
比较高，而且真正能达到-45°
C 冰点的防冻液其实也不多。
反过来想想，换防冻液成本总
比修发动机便宜不是？

记得清理后视镜与后窗

结霜或大雪后，很多人都
有打开暖风吹前挡风玻璃的习
惯，但一定要记得同时清理后
视镜与尾窗，特别是没有后雨
刷的车型。如果早晨为了省两
分钟时间，或是刚起来犯困忘记
此步骤，开上路后你很快便会发
现自己这个失误比较难挽回，驾
驶危险系数也会随之上升。

注意轮胎情况

此前有一种说法是，夏天
轮胎受热胀冷缩影响需要适当
调低胎压，但现在的轮胎基本
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这点，所
以并不需要过多纠结于胎压。
反倒是车辆行驶状况对轮胎的
影响更大。由于路面结冰等因
素，轮胎的老化速度可能快于
夏季，部分严寒地区甚至可能
出现轮胎开裂现象。此时要更
加频繁地留意轮胎状况，必要
时可考虑更换雪地胎。

晚综

冬天保养汽车冬天保养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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