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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发烧状态下，一般成年人
能承受的体温极限是 40℃；桑拿汗

蒸房里的温度大多都是 45~50℃。但有
一个温度可能是大部分人不知道的——即使

当天的气温只有36℃，烈日下的汽车内温度高达
55℃。

车内这么高的温度，屁股接触座椅的刹那，
你一定觉得坐如针毡，而被针毡折磨的除了臀，
还有腰、背、手，以及被高温包围的脸……于是一
种名为“汽车瞬间降温剂”的东西应运而生。这
种产品宣称可以让汽车内的温度 5 秒内立降
40℃，不仅能脱你的屁股于水火，还能让你的心
感受到丝丝清凉。

这种降温剂到底靠不靠谱？

降温剂降温之后，很快又热回来了

车主王亮每天都要开近 2小时的车上下班。
“我基本上都是下午1点钟左右开车上班，这个时
候车子已经被太阳晒了六七个小时，温度那个高
啊，屁股都要起泡。”

王亮几乎每天都纠结于打的还是开车。最
近在朋友的推荐下，他认识了一种叫“汽车降温

剂”的东西。“汽配店那个店员给我演示过，喷到
座位，喷到方向盘，反正是喷到哪里哪里凉，我一
次性买了10罐，1700元。”

第二天，他迫不及待拿出降温剂试验，
“哧，哧——”座位凉了，靠背也凉了，仪表盘也
不烫了。他心想着这东西管用，车子发动，好
久没有这种愉悦的体验了。“大概只开了 1分
钟，我身上就已经是水洗了一样，全是汗。”王
先生说，座椅靠背是凉了，但车内的温度依然
很高，根本受不了。”

之后，他又试用了几种其他品牌的降温剂，
但效果都一样。“降温剂喷出的量很小，只是集中
在一小块范围内，降温也仅限于物体的表面，对
车厢内气温来说，并没有什么帮助。”

随后，王先生发现，多个汽配店，甚至是洗车
店卖各种“汽车瞬间降温剂”，宣传都很诱人，什
么“一分钟清凉”、“夏天克星”等，尽管标价都不
低，但都不能使车内温度整体下降。

立降40℃太夸张，不靠谱

技术人员在并非气温最高的中午11点半，进
行了试验。当时汽车四面玻璃有明显烫感，打开
车门，一股热浪袭来；测量得知车内即时温度约
49℃；座椅、靠背、方向盘、仪表盘等部位也很烫，
直接接触皮肤的不适感十分强烈。

随后在汽车方向盘和靠背等部位选取一个
地方试喷，喷射后的试验部位产生少量冰花，局
部明显温度下降，以手触摸有冰凉感。

重新关好车门，约中午1点再次进行试验，此
时车内温度为 55℃。这次试验对象对准了整车
气温——依次在前后4扇车门处向内喷降温剂各
三次(每次喷射长度约20厘米)，关闭车门约30秒
后测量温度，显示此时的车内温度为48℃——尽
管前后产生了 7℃的温差，但给人体的直接体会
是降温并不明显。

直接喷射或造成玻璃爆裂

汽车降温剂，试验的结果是效果并不理想。
不仅如此，技术人员告诫车主，如果使用不当，降
温剂可能会对汽车甚至司乘人员造成伤害。

“降温剂的主要成分为干冰，并添加了部分
如苹果香、草莓香等芳香剂，喷射后遇热即迅速
汽化，从而吸收空气和实物表面的热量达到快速
降温目的。”技术人员解释道，市场上的降温剂均
针对物体表面，对车内气温并没有明显作用，更
不会出现几秒钟车内快速降温 40℃的情况。“物
体表面的局部降温是有效果的，但也仅仅是个辅
助作用，类似‘立减 40℃’的说法没有科学根据，
现实中也不可能实现。”

“降温剂中的添加物质如芳香剂等会对座椅
皮革、仪表盘塑料等形成破坏。”专业人说，如果
把降温剂直接喷射在温度很高的汽车玻璃，特别
是后挡风玻璃时，很容易造成玻璃爆裂。“即使没
有爆裂也可能会破坏玻璃的牢度系数。如果降
温剂的保存有问题(如常被太阳照射)，它也有爆
炸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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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靠谱!

1.绝对不可把宝宝独自留在车
内没人照顾。

2.夏天时，在把宝宝放到安全
椅上之前，务必先检查安全椅的表
面温度，防止宝宝贝烫哭。

3.把车座前仪器上与车座后的
平架台上清理妥善，不至于有“百
物齐飞”之现象。

4.汽车没有使用之时，务必锁
好。

5.保持冷暖气之性能良好。
6.不要借着让宝宝玩方向盘而

鼓励他“开车”。
7.当小孩在车内，你必须离开

一下时，关闭引擎。
8.尽量不要在交通高峰时刻或

假日拥挤的时候，独自载着你的宝
宝到处兜风，仅就交通状况之压力
而言，你已是剑拔弩张了，怎堪吵
闹的宝宝再予以分心。

9.为了保护车子的座椅不被安
全椅凿出痕迹或撕裂，可在安全椅
下铺上一块厚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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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操作小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