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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欧洲人不爱装空调？

即便热成这样，欧洲政府仍没有大力推广
空调的意思。美国媒体认为，这有多方面原
因。

首先，欧洲大陆的气候普遍温和，以往很
少出现近年来的极端高温。另外，欧洲人崇尚
环保，对空调这种高能耗机器存在一定的偏
见，他们认为空调会带来大量碳排放，对环境
产生负担。

除了原本气候温和以及环保因素外，欧洲
昂贵的空调安装费或许是当地民众很少安装
空调的原因之一。

在欧洲，一台700 欧元（约合人民币4840
元）的普通分体式空调，安装费用往往和空调本
身等同，而稍微大一些的分体空调，安装价格普
遍在2000欧元（约合人民币1.38万元）左右，甚
至还会更高。

此外，很多欧盟国家对空调安装还有着严
格的要求。在法国，即使空调装在自家的阳台
上，通常也需要经过共同所有权人的同意和物
业管理委员会的许可。如果想在自家的别墅
安装空调，还要去市政厅核查一下，获得许可。

即便能够安装空调，也不代表用得起。根
据欧洲数据公司Statista的研究，2020年世界
家用电费排行榜里，排名前3的国家全部被欧
洲占据。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各国电费更是飙
升。以德国为例，2021年德国1度电的价格在
0.30欧元左右（约合人民币2元），2022年初已
涨到0.35欧元（约合人民币2.4元），现在更是
飙升至0.44欧元（约合人民币3元）。

（据时代周报）

这个夏天，欧洲高温频频，各国刚迎来史上最
热6月，又迈进更加炎热的7月。

面对热浪袭击，欧洲各国正采取诸多措施，帮
助民众度过高温，比如取消户外活动，加强对特殊
人群的护理等。

但在美国人看来，不管怎么搞，没有空调都是
白搭。美国媒体统计，在欧洲，家庭的空调普及率
甚至不到 5%，相比之下，美国达到了 90%，日本有
89%，印度也有6%。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7日
在伦敦唐宁街 10 号门前发表讲话
说，他辞去执政党保守党党首和首
相职务，但将留任至新领导人产
生。数月来，约翰逊因“聚会门”丑
闻遭遇反对党和保守党内部的辞职
压力。因对约翰逊的领导失去信
心，数十名英国官员相继辞职。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6 日
表示，过去两周，全球报告的新冠病
例增加近 30%；上周，世卫组织六个
次区域中有四个出现病例增加。在
欧美，奥密克戎亚型毒株 BA.4 和
BA.5正在引起新一波疫情。印度则
检测到了新的亚谱系 BA.2.75，世卫
组织正对此进行密切监测。

●俄罗斯外交部 6 日警告北约
扩张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后果称，芬
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将使地区局势复
杂化，一旦安全遭到威胁，俄方必将
反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则
表示，在等待各成员国批准议定书
期间，芬瑞两国将以“受邀国”身份
参加北约各项行动。

●美国蒙莫斯大学日前发布的
一项民调显示，42%的受访者表示自
己正陷入财务困境，该比例在一年
内增加了18%，这也是蒙莫斯大学自
5 年前展开该调查以来的最高水
平。大多数美国人表示，自己在经
济上遭受的痛苦是由美国政府政策
失败导致的。

（本报综合）

即便迎来“史上最热”
欧洲家庭的空调普及率仍不到5%

热浪席卷，多地高温创纪录

在西班牙和德国，40 至 43 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已是家常便饭，法国更是打破历史纪录，一些地方
的平均气温达到42摄氏度以上。法国国家气象局
表示，这是自 1947 年以来最早的热浪。以温和天
气著称的英国也不甘示弱，连续数天刷新气温纪
录，午后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以上。

热浪席卷欧洲，但大部分欧洲民众面对的是家
里没空调、公交车没空调、地铁没空调、学校也没空
调的生活。

法国媒体建议民众，睡前可以把被单放到冰箱
冷冻一两个小时，同时推荐侧身睡觉，让身体与床
铺的接触面最小化。

英国伦敦部分地铁线路是没有空调的。最古
老的线路 Central Line 的车厢在前两年就被曝出
夏天车厢内温度高达 40 摄氏度，不少上班族对此
大为恼火。伦敦交通局对此表示，目前仅有40%的
地铁设有空调，面对高温，建议人们带水出行，并保
持水分充足。

再亲的人，久别重逢也会稍显陌
生，重建的新华桥带来的磨合，或许
在所难免。

“堵。”新华桥试通车后，部分市
民都提到了这一点。

7 日下午 3 时，记者乘坐 B40 路
公交车从河西往河东去，进行了一次
实地体验。尚未到下班高峰期，但公
交车经过新华桥后，很快排到了“长
龙”后面。

下午3时14分，公交车开始等红
绿灯。等了3个红绿灯，时间来到下
午3时19分，公交车才顺利拐进了铁
东路。换句话说，过桥后的第一个红
绿灯，等了5分钟。

不管在新华桥东，还是新华桥
西，附近的商家都说，上下班高峰时
期都能看到堵车的景象。“如果没有
交警来疏导，堵的时间会更长。”新华
桥西一家奶茶店的员工说。

拥堵的原因是什么？
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给出

的理解也不一样。
新华桥东一家商店的老板吴女

士说，新华桥拆除重建后，从西往东
设置三车道，由东往西设五车道，但

据她观察，从河西开往河东的车辆其
实更多。现在，从河西开到河东的车
如果要掉头，需要到景炎学校附近，
距离不短。

市民廖先生则说，最近他开车从
中心广场上新华桥往河东去，发现中
心广场和王府井的两个智轨站距离
较短，而王府井前面的道路相对较窄
不说，违停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无疑
加剧了拥堵的情况。

也有网友说，当铁东路完成建
设，城市路网不断完善，拥堵问题或
将得到有效疏解。

新华桥试通行以来，交警部门就
做了相关应对。试通车次日，新华桥
两端的路口往北方向禁止左转。

后续是否又做了优化交通组织
的努力？7日下午，记者致电交警部
门相关负责人，被告知“最新要求，没
有征得‘一把手’的同意，不得接受媒
体采访”。

新华桥通车，无疑是件喜事、好
事。从目前的情况来说，通车是第一
步，实现东西动脉全线畅通是下一步
需要努力的方向。

新华桥拆除重建后通车半个多月，市民的体验感如何？

通车是第一步 畅通是下一步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军

重逢新华桥，“桥”见新气象。
7月7日，新华桥拆除重建后正式通车已经一周。若从6月20日试通车算起，时间更是过去半个多月了。对于重新通车的新华桥，市

民的体验感如何？久别重逢，大家与新华桥又产生了哪些“磨合”？针对相关问题，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烟火气更浓烈，增添了幸福的细节

7 月 7 日下午 3 时许，新华
桥上车流如织，人行通道市民
穿梭。

新华桥的重新通车，贯通
了主城区的东西动脉，也让热
闹的烟火气逐渐回归。

很多上班族不用再绕路
了。黎女士在株洲恺德心血管
病医院工作，自从新华桥通车，
她从河西家里出发去上班方便
了很多。“不仅不要再绕20分钟
左右的路，更可以坐智轨上下
班，快捷又舒适。”她开心地说。

开车的人找回了久违的
“一脚油门上桥”的感觉。比如
B2 路公交车驾驶员郑量辉，新
华桥通车后，他告别了绕道市
府路、铁东路的日子，少走了大
约3.9公里。绕道减少，可这些
天他发现坐公交车的市民却多
了起来。

原因是，联络情感的频繁
走动有了支撑。在天元区上班
的成女士说，新华桥试通车那
天，她的姐姐就打电话来说，

“以后方便了，多来姐家坐坐”。

烟火气在回归，还增添了
靓丽的新因素。

50多岁的殷先生家住荷塘
区茨菇塘街道，新华桥重建前，
只要天气允许，他习惯每天散步
过桥去王府井逛街。最近，他重
拾散步的习惯，微信运动步数又
回到了1万多，走完神清气爽。

新华桥还增添了景观灯，闪
亮着火车头、陶瓷等靓丽元素。

“晚上散步的时候，经常看到年
轻人在那拍照打卡。”殷先生说。

对新华桥附近的商家来
说，这些烟火气可都是人气。

刘雪姣在新华桥西附近开
小卖部，说到通车以后店里的生
意，她笑着说“好了不少”。在她
的小卖部对面，一家奶茶店的员
工说，店里饮料的销量大约增长
了三分之一。新华桥东，文图广
告店老板罗尚元说，新华桥通车
之前他就把店里装饰一新了，相
信生意会越来越好。

车流、人流、物流，新华桥
贯通的交通动脉，也是一条经
济动脉。

实现东西动脉全线畅通是下一步需要努力的方向

速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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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我掌握

名医支招化解三大难言之隐
“放屁多”“笑尿了”“加龄臭”是部分中老年

人的三大难言之隐。事实上，这些难言之隐是
身体健康状况的外在表现，需要辨证调理。

放屁多，多因脾胃、肝胆功能不佳

正常情况下，人一天中会排气 10 次至
15次，排气过多或过臭则是异常现象。

首先，你可以回想一下，自己是不是摄入
了大量排气食物，如肉类、鸡蛋、大蒜、洋葱、
豆类、啤酒、红薯等。这些食物在消化时会产
生硫化氢、粪臭素等异味物质。其次，屁和情
绪有一定关系。情绪多变、容易生气等会影
响到肠胃的消化，屁就会变得比较多。此外，
乳糖不耐受者也会出现“放臭屁”的情况。这
是因为，牛奶和某些奶酪中的含硫量较高。

除了这些外部因素外，中医认为，排气
异常的人群往往脾胃、肝胆功能不佳，脏腑

运化不良。如果排气腐臭，伴有腹满胀痛、
食欲减退、大便泄泻（含有不消化食物）等症
状，可以取山楂18克、神曲6克、半夏9克、茯
苓9 克、陈皮6 克、连翘6 克、莱菔子6 克，加
适量清水一起煎煮。每日分3次温服，能起
到消食导滞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中老年人本身有便
秘的老毛病，也容易导致放屁臭。因此，为
避免便秘和放臭屁，建议日常应该多喝水和
经常锻炼，并在饮食中加入膳食纤维含量高
的食物（如香菇、木耳、芹菜等），以促进肠道
正常蠕动。

笑尿了，大多可通过锻炼来改善

开怀大笑时，滴尿；跳广场舞时，情不自
禁流小便……这些“滴滴答答”的尴尬常发
生在中老年妇女身上。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泌尿外科副
主任姚友生表示，“笑尿了”在医学上称为压
力性尿失禁，是因为盆腔底部肌肉松弛，尿
道对尿液的控制能力降低所引起的。约有
70%的压力性尿失禁者可通过加强骨盆底肌

张力的锻炼，让症状得到纠正和改善。
具体来说，每日可进行数次踮脚缩肛运

动。此外，可经常按摩关元穴（位于脐下四
横指处）、三阴交穴（在小腿内侧，脚踝骨的
最高点往上四横指处）等穴位，以增强骨盆
底肌张力、改善膀胱功能。轻度尿失禁患
者，每天还可坚持 10 分钟至 15 分钟的跳绳
和跳高运动。

“加龄臭”，从改善脾胃功能入手

不少人年纪大了，身上会有一种特殊的
气味，通常被称为“加龄臭”（俗称“老人
味”）。沈阳市中医院名中医齐泽华介绍，老
人脾胃功能减弱，容易出现消化不良、饮食
积滞等症，进而导致口气、体臭等。通过健
脾祛湿益气的方法，能帮助祛除身体异味。

陈皮鲫鱼汤：中医认为，鲫鱼性甘平，补
而不燥，可健脾祛湿。具体做法是：锅中倒
油，将鲫鱼两面煎黄；倒入开水，煲煮成乳白
色；加砂仁 3 克、陈皮 3 克、香菜 20 克、生姜

10克，再煮三分钟即可。
薏苡仁茶：薏苡仁有很好的健脾祛湿功

效，可单独熬水当茶饮。
人参煲汤或泡水喝：有条件的家庭可用

人参片来煲汤或泡水喝。也可将人参打成
粉，每天取 2 至 3 克，与餐同服。要注意的
是，出现大便干结、口干口苦等实热症状的
人群要忌用人参，此时可用性质温和且同样
长于补气的太子参来替代。

（本报综合）

人体上有些穴位自带解暑功
能，平时坚持按摩，可起到清热、
醒脑功效。当出现失眠、中暑等
不适时，也可按摩这些穴位来调
理。

人中穴：此穴位于面部，可在
上唇上方正中的凹陷处取穴。按
摩此穴有调节经气、疏通气血、平
衡阴阳的功效，常用于治疗休克、
惊厥、急性腰扭伤等。

具体方法是：用拇指指尖掐
按人中穴，一分钟后放松，可重复
掐按两三次。

十宣穴：此穴位于手部，是经
外奇穴，可在十根手指的指尖上
取穴。此穴有清热、开窍醒神的
功效，常用于治疗失眠、中暑等。

具体方法是：用拇指尖轮流
掐按十宣穴，持续操作不要超过5
分钟。

暑热高温天，如果不幸中暑，
应立即转移到阴凉处或室内，取
冰块或凉毛巾擦拭肘窝、腘窝、腋
窝等血流充分的地方，以帮助降
低体温。更有效的降温方法是：
脱去衣服，在身上喷上凉水，并用
风扇吹送凉风。

（本报综合）

掐按穴位清热解暑

步速影响寿命

研究证明，走路的快慢可以较准确地预测寿
命的长短。走路速度每秒钟增加 0.1 米，死亡风
险下降12%。另一项针对近500名老人的研究显
示，走路慢的老人中，10年间有77％死亡，中速的
老人中有50％死亡，而步行速度快的老人中只有
27％死亡；走路速度维持在每秒钟0.8米（相当于
10分钟走完500米）或更快的老人，实际寿命可比
人均预期寿命更长。

简单的走路速度为何能影响一个人的寿命
呢？奥秘在于走路的快或慢与心、肺等脏器功
能、肌肉力量、骨关节健康，以及精神、情绪等密
切相关；步速反映了一个人的有氧耐力大小，比
血压、血脂、血糖等健康指标更能准确地预测死
亡的概率。

如何测量行走步速？在地板上量出4米的长
度并做下记号；以你平时的正常速度行走，记录
下走完这段距离所花费的时间，除以4，所得的商
值便是你的步速。

一般说来，健康成人的步速为每秒钟1.3米至
1.4米，老年人步速在每秒钟0.8米左右。如果你的
步速超过了每秒钟1米，恭喜你，你算是“走得快”的
人了；若不足于每秒钟0.6米，就应该警惕了。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老年人走路时不可盲目
求快，尤其不可置人老体衰的客观规律、甚至病
痛缠身的实际情况于不顾，盲目追求快走甚至暴
走。那样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甚至会加重原有疾
患的病情。

吃点“维B餐”提神醒脑

在高温天，你是否经常感到四肢乏力、昏昏
欲睡？其实，除了高温影响外，维生素 B 族的缺
乏，也易导致夏季疲乏。建议大家可适当吃点

“维B餐”。
腰果拌菠菜：取熟腰果30克，菠菜200克。将

菠菜洗净，焯水后过一遍冰水。将醋、酱油、蒜泥、
香油、腰果搅拌均匀，淋在菠菜上，撒上葱花即可。

杂粮饭团：将小麦、玉米、高粱、荞麦、小米提
前泡软，加入大米，一起下锅蒸。杂粮饭蒸熟后
盛出放在生菜叶上，然后放胡萝卜丝、黄瓜丝。
将生菜叶裹成团，用刀对半切开即可食用。

（株洲市营养健康管理协会）

能否和绿豆同吃
关键看中药种类

慢性病患者几乎天天都要服药，而民间有“吃
中药不能吃绿豆，以免解药”的说法。其实，能否吃
绿豆，关键要看所患疾病和正在服用中药的种类。

绿豆本身也是一味中药，有清热解毒、消暑
生津、利水消肿的作用。如果患者是中暑、咽喉
疼痛、咳嗽且咳吐黄痰、腮腺炎、口干、口苦、皮肤
感染、泌尿系统感染、便秘等热症，正服用清热类
中药（如黄连、黄芩、黄柏、大青叶、板蓝根、牛黄、
金银花等），这时食用绿豆汤（粥），可起到相辅相
成的作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果患者脾胃虚寒、身体阳虚，有着肢体关
节冷痛麻木、活动不利、腹痛腹泻、痛经等虚寒症
状，正服用人参、黄芪、肉桂、附子、丁香、高良姜
等温补类药物，以及桂枝、干姜、细辛等温经散寒
类中药时，则应禁食绿豆，以防寒上加寒或减弱
温补类中药的疗效。 （本报综合）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