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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知识

生活提醒

学生开学 安全第一
学生们陆续告别暑假迎来开

学，除学习之外，学生们上、放
学的各项安全问题也成了家长们
关注的焦点。本期，就从出行安
全、防范诈骗、校园安全知识科
普等方面为广大学生、家长们送
上了一份“安全手册”。

对于家长而言，平安出行是
孩子们在上学路上所要面临的

“第一关”。
针对安全出行这一问题，交

警送上贴心的温馨提示：1.家长在
接送孩子上学时，尽量提早出
门，不要为了赶时间而开快车。2.
自行上下学的学生要遵守交通规
则，做到不闯红灯、不横穿马
路、不在马路上追逐打闹。3.未满
12 周岁的孩子不能驾驶自行车、

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不能驾
驶电动自行车、无证不得
驾驶摩托车。

如今，网络聊天工具已成为
老师与家长们的重要沟通方式，
部分不法分子抓住这点，“潜伏”
在班级群中，伪装成班主任、任
课老师以缴纳“补习费”“保险
费”等名义向学生家长收取费
用。除了冒充老师诈骗，“校园
贷”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圈套已
成为侵害学生财产安全的常见手
段。

今年以来，警方接到多个大
学生反映接到自称是某信贷机构
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以影响征
信需要注销校园贷为由，诱骗大
学生借贷转账从而造成财产损
失。对此，警方提醒家长及学
生：1.家长在收到需要交纳费用的
消息时需提高警惕，务必及时核
实对方身份。2.树立正确的消费
观，抵制过度消费或超前消费。3.
增强自我安全保护意识，谨慎使

用 个 人 信 息
（身份证、银
行 卡 号 等），
不要随意泄露
个人信息，防
止被他人冒用
或从事不法借
贷行为贷行为。。44..一一
旦遇旦遇到还款压

力或遭遇暴力催债等问题，应及
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一些小
偷也在蠢蠢欲动，对此警方提醒
家长及学生注意保管好自己的个
人物品，尤其是贵重物品，像手
机、笔记本电脑等。有些学生会
随手把笔记本电脑往教室一扔，
或者在食堂、图书馆等地方占座
用，这样很容易造成物品遗失。

针 对 学 生 的 财 产 及 人 身 安
全，警方提醒：1.外出时关好门窗
很重要、贵重物品放入带锁的柜
子里，电器要及时断电。2.不随便
带生人到宿舍内活动，宿舍钥匙
不要随便借给他人或乱扔乱放。3.
学生住宿，特别是住在低楼层
的，睡前应将现金及贵重物品锁
入抽屉，防止被人“钓鱼”钩
走。4.不随便与陌生人说话，对形
迹可疑的陌生人更应提高警惕。

据《金陵晚报》

为什么入秋后蚊虫叮咬人的现象依然较多
呢？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 进入秋季
后，昼夜温差大，入夜后温度较低，蚊虫需要
进入温度相对较高的室内以保持正常体温，从
而造成居民在家中被蚊虫叮咬的机会较多。另
一方面，蚊子们要吃好喝好为过冬做准备。

专家介绍，常见的蚊虫，一种是淡色库
蚊；另一种是白纹伊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花蚊子”。淡色库蚊可以以成虫形态越冬，白
纹伊蚊则以卵的形式越冬。前者需要在越冬前
积累足够的营养保证安全越冬，后者则需要足
够的营养以满足产卵的要求，这就导致了在此
阶段蚊虫必须增加其吸血的频率与吸血量，这
也是秋后蚊虫叮咬依然凶猛的原因。

在蚊虫防制中有一个通俗的说法，杀灭一只
“越冬蚊”，等于消灭1000多个“蚊二代”。越冬蚊
数量的多少将直接影响来年夏季蚊虫密度的高
低。因此，消灭越冬蚊可以有效降低夏季蚊虫密
度，预防登革热、乙脑等蚊媒传染病的发生。

越冬蚊活动能力弱、抵御能力差、聚集范
围集中，秋冬季节是较易被杀灭的时期。疾控
专家介绍，影响成蚊越冬的主要因素有温度、
湿度、光照和风速等。研究表明，气温相对较
高、湿度较大、气流速度较低且光线较弱是成
蚊越冬最适宜的气候条件。越冬成蚊主要藏匿
于防空洞、空关房屋、花房、地下车库和暖气
热力管井等处。 据《北京青年报》

为啥秋天的蚊子凶猛

秋燥渐至，不少家庭会使用加湿器增加室
内空气湿润度，但很多人却不知道如何正确清
洗、消毒加湿器。

市面上有带杀菌功能的加湿器，通过紫外
线杀菌技术自行消毒。不过通常来说价格比较
贵。其他消毒方法，比如化学除菌，则必须选
用加湿器专用除菌剂，每3天清洗一次水箱。

注意绝不能用在水中直接加入除菌剂，开
启加湿器自行“消毒”。网上常见的用滴露除菌
剂、白醋等方法清洗“消毒”，都不推荐用。还
有人用开水蒸煮的方法消毒，这么做很容易损
坏加湿器。使用时，塑料中的有害分子也会对
人带来伤害。

可以临时代替加湿器专用除菌剂的是酒
精。它能够快速挥发，相比消毒剂，不会对人
体造成伤害。注意使用酒精消毒后，不能立即
使用加湿器。建议在离家时用酒精消毒，并保
持室内通风。 据人民网

加湿器如何清洗消毒

电热水器使用时间长了，内壁和加热管上
都附着着厚厚的水垢，底部还有杂质沉积。长
时间用这样的水洗澡，影响沐浴健康，时间长
了还容易引发皮肤问题。电热水器的内胆最好
半年清洗一次，在清洗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
记得关闭电源防止出现漏电的情况。

镁棒也需要定期换新。镁棒的作用主要是
为了保护热水器的内胆和加热管，利用其化学
性质活泼的属性，中和腐蚀性离子。镁棒一旦
消耗完没有进行及时更换的话，容易造成内胆
腐蚀，从而引发漏电的危险。正常情况下，电
热水器的镁棒在两年左右更换一次，根据各地
的水质差异也可以视情况而定。一般来说，两
年更换一次就可以了。

除了内胆清洗，镁棒定时更换，电热水器
的零件也不能忽视。热水器的加热管、温控管
以及漏电保护也是要定期进行检查更换的。建
议大家漏电保护开关每两个月检查一次，温控
器和加热管三年更换一次。还值得提醒大家的
是，电热水器的使用寿命在8年左右，最长使用
不要超过10年。 晚综

电热水器保养方法

螃蟹味美 不可贪吃

材料：
螃蟹，姜，料酒。
做法：
1.螃蟹用刷子洗刷干净。
2.用棉线把四边的脚捆住。
3.锅里加适量清水，加些料

酒，把螃蟹放到蒸屉上，撒上一些
姜丝。

4.隔水蒸，大火 5 分钟，小火
10分钟。

5.把棉线剪断，吃时蘸姜味调
料即可。 晚综

蒸
螃
蟹

又是一年桂花香，正是金秋蟹
肥时。虽然说一年四季都有螃蟹
吃，但是秋天才是吃蟹的最好时节。

五招教你挑选螃蟹

一看。优质蟹的背甲壳呈青灰
色，有光泽，腹部为白色，金爪丛
生黄毛，色泽光亮，脐部圆润，向
外凸，肢体连接牢固呈弯曲形状，
个大而老健，如果背呈黄色，则肉
较瘦弱。另外，如果是活动有力，
四处乱爬的蟹则是健壮的好蟹。此
招不适用于河蟹和活的海蟹，因为
这些蟹常常会被五花大绑。二掂。
对外观符合要求的蟹，要逐个用手
掂一掂它的分量，手感重的为肥壮
的蟹。三剥。剥开蟹的脐盖，若壳
内蟹黄多、整齐，凝聚成形，则此
蟹为好蟹。四拉。如果购买的是已
死的海蟹，要观察蟹的腿，完整无
缺，轻拉蟹腿有微弱弹力，表明是
新鲜海蟹，若不新鲜的海蟹，轻拉
蟹腿，不仅没有微弱力，而且蟹腿
容易断落。五闻。如闻到海蟹有腥
臭味，说明海蟹已腐败变质，不能
再食用。食用腐败变质的海蟹极易
造成食物中毒。

不能吃死的螃蟹，但是一次性
买多了吃不了怎么办呢？一是放在
冰箱冷藏室内用湿毛巾盖上可以放
几天，用手触摸螃蟹的眼睛，没反
应的就是死螃蟹。二是放在水桶
中，但是水的高度不要没过螃蟹身
体，否则螃蟹会缺氧而死。如果家
里有浴缸更好，因为浴缸光滑螃蟹
不能爬出来。

能和柿子、梨一起吃吗

网上说螃蟹不能和柿子、梨、
花生一起吃，不能喝茶水，不能这
不能那，这个说法科学吗？元朝太
医忽思慧所著的 《饮膳正要》中记
载：“柿梨不可与蟹同食”。从食物
药性看，柿蟹皆为寒性，二者同
食，寒凉伤脾胃，柿中含鞣酸，蟹
内富含蛋白，二者相遇，凝固为鞣
酸蛋白，不易消化且妨碍消化功
能。关于梨：南北朝时期著名的道
教思想家、医学家陶弘景在 《名医
别录》中记载：“梨性冷利，多食损
人”。梨味甘性寒，蟹也性寒，二者
同食，易伤人肠胃。关于花生：花
生性味甘平，脂肪含量达 45%，中
医讲：油腻之物遇冷利之物易致腹

泻，所以螃蟹不宜与花生同食。至
于茶水，因为茶水和柿子一样，也
含有鞣酸，鞣酸蛋白不易消化。但
是这些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没有
必要过分担心，只要把握量，这不
是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螃蟹的
加工和食用。

吃螃蟹应该注意啥

第一，螃蟹的鳃、沙包、内脏
含有不少的细菌和毒素，吃时最好
去掉。

第二，螃蟹体内的细菌有些是
可怕的致病菌，如沙门氏菌，所以
烹制时一定要彻底加热，而且建议
最好是撒点盐蒸而不是煮。

第三，吃螃蟹时，最好蘸着姜
末、醋汁等食用，祛寒杀菌。

第四，不要生吃螃蟹。有人喜
欢吃醉蟹、腌蟹……但螃蟹里的寄
生虫对人体有很大的危险，肺吸虫
囊蚴的抵抗力很强，一般要在55℃
的水中泡30分钟或20%盐水中腌48
小时才能杀死。生吃螃蟹，还可能
会被副溶血性弧菌感染，发生感染
性中毒，危及我们的生命。

据《科普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