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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无情，错误的逃生方式可
能会加剧事态的发生，我们一起来
看看，火灾逃生中，哪些方式是不可
取的，面临火灾我们又该如何正确
逃生？

错误一：火灾时乘坐电梯
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千万不要

轻易乘坐电梯。因为发生火灾后，都
会断电而造成电梯“卡壳”，反而让自
己处于更危险的境地。另外，电梯口
直通大楼各层，火场上烟气涌入电梯
极易形成“烟囱效应”，人在电梯里随
时会被浓烟毒气熏呛而窒息。

错误二：火灾时盲目跳楼
发生火灾时，应首先判断起火的

位置。如果着火点位于所处楼层的下
层，且火和烟雾已封锁向下逃生的通
道，应尽快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场所，
千万不要盲目跳楼。如果着火点位于
自己所处楼层的上层，此时应向楼下

进行疏散逃生。
错误三：随人流慌乱逃生
火灾时，许多人趋向于依靠他人

的判断，慌乱地跟着人流方向逃生，从
而导致“一窝蜂”的现象，加大了人群
拥堵或出现踩踏现象的危险，降低了
安全疏散的概率。

遇到居民楼火灾事件时，大家首
先应该保持镇定，判断是逃还是不逃。

如房门温度不高，开门后发现楼
梯间里没有烟气的情况下，可浇湿衣
物快速逃出。

高层建筑起火时，无论你是在着
火层的上层还是下层，在逃生的时候
都先要判断，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是
否有烟气。

疏散楼梯间的自动消防设施运行
良好，没有烟气的情况下，防烟楼梯间
是逃生的第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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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作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
材，是很多人的心头爱。蒜香虽然开
胃，吃完大蒜后经久不散的气味，却让
人“难以启齿”。

在正常情况下，大蒜并不会散发
出任何奇特的味道。大蒜的刺激性气
味，其实是它为了防止被误食的一种
防御机制。

当大蒜被切开、碾碎，细胞被破
坏，大蒜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汇
合”，产生大蒜素进入口腔后，大蒜素
继续分解成多种化合物，其中最难闻
的是一种被称为甲基烯丙基硫醚的硫
化物，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蒜味。

虽然蒜味非常“黏人”，但我们并
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它。研究学者
针对这个现象，开展了很多研究，结果
发现：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
味的作用。

苹果、菠菜、芹菜
苹果、菠菜、芹菜中含有的多酚可

分解大蒜中散发臭味的硫化物，不过
只能在和大蒜一起食用时才会发挥作
用。

绿茶
茶叶中也含有多酚，且茶水具有

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吃饭时喝绿
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

牛奶
研究发现，牛奶可以降低导致大

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吃大
蒜的同时或之前饮用牛奶，消除蒜臭
的效果更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
果更好。

花生
吃蒜后嚼几粒生花生，花生仁中

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去除蒜味。核桃
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
似的作用。

近年来，“双碳”观念深入人心，
“绿碳”和“蓝碳”也逐渐从概念走向行
动。

所谓“绿碳”是充分利用绿色植物
的光合作用来吸收二氧化碳。如扩大
森林绿地面积、保有健康的湿地、给高
楼和立交桥架的水泥立面种上爬山虎
等都是绿碳的重要组成部分。

“蓝碳”是指利用海洋生物吸收大
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海洋
中的过程、活动和机制。红树林、海草
床、盐沼等三大滨海蓝碳生态系统在
我国分布相对广泛，单位面积固碳潜

力较大。
与绿色碳汇等其他碳汇相比，“蓝

碳”具有固碳量大、效率高、储存时间
长等特点。森林、草原等陆地生态系
统碳汇储存周期最长只有几十年，而
蓝色碳汇可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
碳汇效果显著。因此，“蓝碳”可有效
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助力实现碳中和
目标，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前沿领
域。发展“蓝碳”是中国参与全球气候
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抓手，
可进一步丰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自主
贡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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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碳”与“蓝碳”
■ 满旭蕊

如何去除口中“难缠”的蒜味
■ 粽 粽

火灾发生时
这些错误逃生方式要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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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看手机、用电脑，秋冬天气又
干燥，很容易出现眼睛痒、酸胀、干涩，
很多人习惯随身携带一瓶眼药水，不舒
服就滴一滴。但是，在滴眼药水过程中
经常出现嗓子发苦的情况。为什么滴
的明明是眼药水，感到苦的却是嘴？

眼药水如何入嗓

这首先要从眼睛的结构说起。每
个人都有产生泪液的泪腺和排出泪液
的泪道，包括泪小点、泪小管、泪囊和
鼻泪管。

在眼睑内眼角方向的内侧有个小
洞，就是泪小点，又称泪点。从泪小点
进入，连着一条通道，叫鼻泪管，是连
接眼睛和鼻腔的通道。

滴眼药水时，它也会像眼泪一样

通过鼻泪管进入鼻腔，再加上滴的时
候大多是仰着头，眼药水在到达鼻腔
后没有向下走，而是流向了鼻甲后方，
一直到鼻咽部，流到了喉咙里，于是嗓
子就感受到了药水的苦。

一个动作避免眼药水入嗓

滴眼药水感觉到嗓子苦是一种正
常的现象，说明鼻泪管是通畅的，对此
不必过于担心。但也可以通过压迫鼻
泪管，避免眼药水通过鼻泪管进入口
腔。具体方法如下：

滴之前，先洗净双手，避免使用过
程中感染细菌，再用棉签擦净眼部分
泌物、眼泪等；滴药时，最好平躺下来，
也可以将头部尽可能地向后仰，眼睛
向上看，用手指轻轻向下拉开下眼睑，

将药液滴入眼睑1~2滴后再松手，然后
将上眼睑轻轻提起，使药液能够充分
地分布于结膜囊内；最后，合上双眼，
同时立刻用手指按住鼻泪管处约2分
钟。

滴眼药水的常见误区

一次性滴入过多。眼药水每次只
滴1滴就够了，因为结膜囊内可贮存的
容量一般只有7微升左右，而1滴眼药
水约为30微升，多滴只会浪费。

多种一起混用。当需要使用多种
眼药水时，一般建议不要同时滴入眼
内，应咨询医师或药师。

长期只使用一种眼药水。视疲劳
的情况十分多见，很多主打缓解视疲
劳的眼药水应运而生。不过，随便滴

眼药水是错误的行为。应根据视疲劳
患者的不同症状，有针对性地选用眼
药水。不要长期只选一种，用完一种
后最好更换其他品种。

眼睛一不舒服就使用滴眼液。眼
药水大多含有防腐剂。普通包装的眼
药水通常可用4周左右，多次打开瓶盖
可能会造成细菌污染，为保持药物的
无菌性和延长药物的有效期，一般都
在其中加入防腐剂保质。

虽说微量防腐剂对眼睛损伤并不
大，但多次使用眼药水，可能会对眼睛
产生伤害，破坏正常泪膜，导致角膜上
皮细胞出现损伤。

干眼症滴几滴眼药水就可以。部
分眼药水可能含有处方药的成分，擅
自使用非但不能“治好”干眼症，还可
能引发其他眼部问题。

滴眼药水时嗓子感到苦
怎样滴才不入嗓？

■ 邓 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