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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高温，天干物燥，是火灾高发期。消防防
火专家建议，夏季家庭防火要注意以下“六忌”：

一、忌家用电器故障引起火灾。使用电炉、电
熨斗等，要避免因线路老化、经常搬运导致电线受
损而引发火灾；

二、忌乱扔烟头引起火灾。“一支香烟，能毁
万丈楼”，不能乱扔烟头，尤其像厨房这样易燃物
多的地方更要格外注意；

三、忌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火灾。燃放烟花、爆
竹要掌握正确的燃放方法，燃放后要对现场进行检
查清理，消除火险隐患；

四、忌燃烧垃圾引起火灾。垃圾里可能有可燃
可爆物，如液化气残液、玻璃瓶、鞭炮、废旧液体
打火机等，一旦燃烧就有爆炸的可能；

五、忌气体泄漏引起火灾。一旦发现煤气泄
漏，应立即关闭气阀和炉具开关并打开门窗，此时
不要开关室内任何电器或使用室内电话及手机，发
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立刻敲门通知，切勿使用门铃；

六、忌不配备消防器材。每个家庭都应配备小
型灭火器等，每位成员都要掌握使用方法。

烟气妨碍人员逃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烟气的毒害性。虽然烟气中的成分并不是

都有毒性，但是无毒气体也会妨碍人的呼吸，降低
空气中氧的浓度，造成人体缺氧而死；

（2）烟气的减光性。烟气的减光性是指烟气降
低人的能见度，这就使人们不能迅速逃离火场，增
加中毒和被烧死的可能性；

（3）烟气的恐怖性。在发生火灾时，特别是发
生轰燃后，火焰和烟气冲出门窗孔洞，浓烟滚滚，
烈火熊熊，使人们产生恐怖感，常常因此造成疏散
过程中的混乱局面，使有些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
有的人甚至失去理智，惊惶失措。

怎样使用湿毛巾防烟：
（1）折叠层数要依毛巾的质地而异，一般毛巾

折叠8层为宜，这样烟雾浓度消除率可达60％；
（2）毛巾不必弄湿；
（3）使用时要捂住口和鼻，滤烟的面积尽量增大。

发生火灾时人被困在室内怎样呼救？
人被大火围困在建筑物内向外呼救，外面的人

很难听到。因为熊熊烈火形成一道火围墙，向外呼
救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此时此刻被困的人应保持冷
静，人应卧倒在地面上呼救。

因火势顺着气流向上升，在低矮的地方，可燃
物已经烧过或还有未燃烧之处，呼救的声波可透过
这些空隙向外传出。这样外界容易听到呼救声，能
够及时设法营救。

如何选择避难房间，应注意以下几点：
（1）选择临街的房间，因为这样便于观察火

情，可以和救援者通过呼喊、手势等取得联系，对
及时获得救援大有益处；

（2）选择有阳台的房间；
（3）选择从楼梯间便于接近的房间。

发现邻居家煤气泄漏应敲门而不是按门铃
这些夏季防火知识专家一一提醒您

中国科普二维码宁波科普二维码

8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对两家非银行支付机构开出大
额罚单，严惩支付机构为非法交易提供支付服务的违法违规
行为，国付宝、联动优势等公司合计被罚没金额超7000万元。

北京发布新规，发生交通事故应撤离现场而未撤离
并造成交通堵塞的，罚款200元。

四川出台政策，今年起申报职称可不再提交学历和
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判断题）细菌都是有害的。这个说法对吗？
答案：错
解释：细菌对环境、人类和动物既有用处又有危害。

它能使人生病，也能帮助人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在
生物科技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应用。

（判断题）城市轨道交通中地上的是轻轨，地下的是
地铁。这个说法对吗？

答案：错
解释：“地上是轻轨，地下是地铁”的这种认识是错误

的。地铁和轻轨都可以建在地下、地面或高架之上，其区
别主要在于车轴重量和站台长度，也即运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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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户出于逐利冲动，通过电子秤上玩猫腻的手法攫取非法收益的
事，咱听说过不少。一般来说，这种猫腻玩多了很容易露出马脚，且一查
一个准。但是，每百斤货物少五六斤，这样的缺斤少两，竟然是宁波水产
交易综合市场的淡水产交易区公开的秘密——如果“猫腻电子秤”的背后
没有更多的猫腻，这种坑人的潜规则怎么可能“存在多年”？

本来，作为市场管理方，对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行为，
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
重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
既是管理方的职责所在，也是“拿手好戏”，处理起来应该一点也不复杂。

然而，这种“简单粗暴”的缺斤少两，竟然以“潜规则”的形式存在多
年，令人诧异：如果管理方当真不知道，是严重失职；如果知道后不查处，
就是严重渎职；如果“说不清楚”，则容易让人产生更不好的联想。无论哪
一种可能，其背后的猫腻都可能远比“猫腻电子秤”更多更复杂，也比“猫
腻电子秤”更值得深究。

做生意谁不想多赚钱？但前提是合法。那些不失精明的市场经营
户，或许并非不懂电子秤上玩猫腻的风险，他们之所以不通过与供货商协
商提高代销费等正大光明的方式增收，却选择既有悖诚信又违反法律的
缺斤少两来赚取昧心钱，且一玩多年，想必是因为收益远高于风险。你
想，当顾客与经营户因为分量不足发生争执，势单力薄的顾客最终只能愤
愤离去；当记者购买了30斤白鲢去复
秤，却被告知“没有公平秤”“公平秤坏
了，没电，没法用，这几天正在修”——
这样一个没有公平可言的“法外”市场
环境，不“培育”出“用作弊手法每天额
外获利5000元”的近20家经营户才怪
呢。

看来，只有深究“猫腻电子秤”背
后的猫腻，才能真正还市场一个清朗
的环境。 本报评论员

记者买的白鲢，经营户的电子秤显示为30.35斤。

记者回家复秤，显示为28.3斤。

经营户将电子秤的参数设成2.13，短斤缺两的猫腻就在这里。

“猫腻电子秤”背后的猫腻

更值得深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