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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炎热的夏季，开车出行的人多了。可是，很多人都有这样
的苦恼：汽车在烈日下暴晒后，车厢内的温度非常高，打开车门
的一瞬间让人感到一股热浪袭来。

社会上流传着很多解决这个问题的小妙招儿，比如扇动车
门、放遮阳板、喷洒酒精和开空调。

那么，这些小妙招儿效果怎么样？7月15日，记者请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质检中心的工程师通过实验进行说明。

□ 记者王志鹏文/图

【实验人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检中心工程师张斌
【实验器材】温湿度计、红外测温仪

1.不少车主会在车内放置矿泉水、
听装饮料等。

然而，矿泉水和听装饮料放置在
车内的高温环境中，不仅容易变质，而
且有可能“爆炸”，腐蚀汽车内饰，给车
辆带来损伤。

2.喜欢抽烟的车主经常会将打火
机放置在汽车的中控台或仪表盘上。

但是，打火机内部的高压液化气
体遇到高温极易挥发，使打火机成为
一个“定时炸弹”，甚至成为车辆自燃

的“导火索”。
3.液态香水含有香精和酒精成分，

同样具有极强的挥发性，在炎热的夏
季最好不要放在车内。

4.行车记录仪、车载导航设备、电
子狗等电子产品也不宜放置在车内的
高温环境中。

虽然有些厂家宣称其产品采用的
是聚合物电池，可在 70℃以下的环境
中正常工作，但高温依然会对其造成
影响，很可能会发生电池“鼓包”现象。

烈日下暴晒的汽车车厢内温度太高怎么办？

扇动车门配合使用空调，降温效果好

·本次实验仅说明实验样品符合
该情况，实验样品不代表市面上其他
同类产品

·实验结论仅供参考，不作为专
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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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看新闻

在众多降温小妙招儿中，有一个不
需要成本，不浪费资源，而且任何人都
可以操作，那就是扇动车门。对于如何
扇动车门，有很多说法，比如扇 3 次、扇
5次、扇 1分钟。

7 月 15 日，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
检中心的露天停车场内，张斌拿着红外
测温仪和温湿度计，挑选了几辆停放在
烈日下的汽车进行测试。

张斌先用温湿度计测量了当时的
室外温度，得到的数据是 31℃。然后，
她用红外测温仪测量了一辆白色轿车
车体和前挡风玻璃的温度，得到的数据
是 58.8℃和 52.3℃。

张斌坐进白色轿车内，并关闭车
门。她用温湿度计测量了车厢内的温
度，得到的数据为 49.3℃。然后，她用
红外测温仪测量了方向盘、座椅和操作
台的温度，得到的数据分别为 53.6℃、
48.2℃和 50.7℃。

“ 车 厢 内 整 体 环 境 的 温 度 接 近
50℃，但是不同部分因为材质、颜色不
同，温度差异较明显。”张斌说。

随后，张斌将副驾驶座旁边的车窗
玻璃降下来，并下车扇动驾驶座旁边的
车门。

她扇动车门 3 次之后，观察温湿度
计，发现车内温度下降了近 1℃；扇动 5
次之后，车内温度下降了近 2℃；扇动 1
分钟之后，车内温度下降了约 5℃。

测试完毕后，记者和张斌一起坐进
车内，发现车内虽然温度下降不多，但
是没有闷热的感觉。

张斌解释，热空气会上浮，冷空气
会下沉，扇动车门可以将车内的热空气
排到车外，有一定的降温作用。

但是，从实际测试结果看，这种方
法降温的效果有限。不过，扇动车门可
以使车内空气与车外空气对流，让坐在
车内的人不再有闷热的感觉。

在进行扇动车门测试之前，张斌已
经将一块遮阳板放在另一辆汽车的前
挡风玻璃上。张斌先用红外测温仪测
量了该车车体和前挡风玻璃的温度，得
到的数据为 60.5℃和 57.1℃。

随后，张斌打开车门，坐在驾驶座
上，将温湿度计放在车内，测得的数据
为 55.3℃。她又用红外测温仪对方向
盘、操作台和座椅的温度进行了测量，
得 到 的 数 据 分 别 为 56.2℃ 、50.4℃ 和
53.6℃。

从所得数据看，使用遮阳板后，车

辆操作台的温度低于方向盘和座椅的
温度，但是差距不大。同时，车厢内的
整体温度变化不大。

张斌说，从检测的结果看，遮阳板
对于降低车厢内的整体温度并没有太
大的作用，因为车辆大部分依然暴露在
阳光下。

不过，遮阳板也并非全无用处。使
用它遮住前挡风玻璃后，操作台的温度
明显比车厢内温度低，如果操作台上放
有香水或者其他不耐高温的物品，可以
避免被阳光直射。

有的人认为，在诸多降温小妙招儿
中，降温速度最快的就是喷酒精。记者
在网上搜索了喷酒精降温的方法，并让
张斌配置好了浓度为 95%的酒精，再用
水进行稀释。

张斌坐进一辆汽车内，发现温湿度
计显示的数据为 63.3℃。然后，她用红
外测温仪测量了方向盘、座椅和操作台
的 温 度 ，得 到 的 数 据 分 别 为 60.1℃ 、
57.8℃和 59.2℃。

张斌用喷雾器将酒精分别喷洒在
方向盘、座椅和操作台上，并于 10 秒钟
后用红外测温仪进行测量，发现这 3 个
位置的温度均下降了 10℃左右。

张斌说，酒精的降温效果非常好，
短时间内降温的幅度非常大。但是，喷
洒过酒精的车厢内有明显的酒精气味，
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

随后，张斌用喷雾器在车厢内多个
部位喷洒酒精。约 1 分钟后，她发现车

汽车空调有内循环和外循环两种
模式。不少人都知道，在夏季要想取
得比较好的降温效果，得使用空调的
内循环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降
温效果有多大差别呢？

张斌坐进一辆汽车内，用温湿度
计测得车厢内温度为 60.7℃。她打开
空调并使用内循环模式，将风速调到
最大，将温度设定为 22℃。1 分钟后，
温湿度计显示，车厢内的温度变成了
42.3℃。

随后，张斌关闭空调、熄火，让汽
车继续在太阳下暴晒。半个小时后，

张斌测量车厢内的温度，得到的数据
为 61.5℃。张斌再次坐进车内，打开空
调并使用外循环模式，将风速调到最
大、温度设定为 22℃。1 分钟后，车厢
内的温度变成了 49.6℃。

“两者相比较，汽车空调内循环的
降温效果确实比外循环好。”张斌说。

从以上 4 个实验中可以看出，降温
速度最快的方法是喷洒酒精，降温效
果最不明显的是使用遮阳板。

张斌建议，市民可以扇动车门配
合使用空调。这种方法降温效果好，
也经济实用。

夏季有些物品不宜放在车内

厢内的温度下降了约 15℃。
张斌解释，酒精在挥发过程中会

快速吸收周围的热量。酒精的浓度越
高，降温的效果越好。

这种降温方法很简单。药店或孕
婴店内就出售多种浓度不同的酒精。

市民将酒精买回家后，可以在一个有
刻度的容器内对酒精进行稀释，然后
使用喷雾器在车内喷洒。

需要提醒的是，一定要对酒精进
行稀释，不要把浓度较高的酒精直接
喷洒在车内。

张斌用红外测温仪测量汽车操作台的温度。

【实验一】扇动车门降温测试
主要作用是通风换气，有一定的降温效果

【实验二】放置遮阳板
降温效果不明显，对车厢内的温度影响不大

【实验三】酒精降温测试
降温效果明显，但气味不好闻

【实验四】空调内外循环降温测试
内循环降温效果比外循环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