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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按下启动键，扫地机器人在房间里

转动起来，根据设定的模式清洁地板；按

下手机，热水壶自动加热并按设定度数

保温，起床就有热水喝了……随着人们

对生活品质要求不断提高，智能小家电

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

年轻人成消费主力军

据了解，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智能

家电有Wi-Fi电源遥控器、扫地机器人、

智能夜灯、智能闹钟、自动浇花器等，大

多数智能家电消费群体是80后、90后年

轻人。他们表示，智能小家电能感受到

科技生活所带来的便利、乐趣和环保。

记者了解到，除了在实体店购买智

能小家电，很多年轻人也会选择网购“新

鲜”的小家电，比如人体感应器、防盗摄

像头等。

根据京东发布的《中国家电网购消

费者洞察白皮书》显示，小家电深受年轻

人的喜爱，85 后、90 后消费者已经成为

网购家电商品的主力军。

质量良莠不齐待规范

由于智能小家电越来越受到消费者

的青睐，因此很多商家涌进市场来分割

这块“肥猪肉”。在市场上，我们经常可

以看到小家电的“生面孔”。它们往往以

较低的价格来打动消费者的心，从而使

自身品牌在市场的占有率上获得一席之

地，但其产品的质量没人敢保证。

据分析，小家电产品之所以质量问

题频发，很大的原因在于小家电行业贴

牌情况十分普遍，生产水平参差不齐，不

同品牌的小家电产品质量往往存在较大

差异。有些不良商家，只为单纯追逐眼

前利益，忽视了产品的质量问题和售后

服务问题。（综合）

现在微波炉的使用也是越来越普及了，

不论是在家里吃早餐，还是在单位吃午饭，很

多人热衷于在这种“叮”的一声中享用食物，但

你知道其实微波炉也是有很多使用讲究的吗?

如果不注意的话，反而会影响健康。下面就

跟大家介绍微波炉使用需要注意的5点：

1.肉类不要先加到半熟

有些人为了节省时间，会预先把肉类加

热到半熟，吃的时候再用微波炉加热到全

熟，但半熟的食物中细菌没有全部杀死，即

使放入冰箱，细菌仍会生长，当再用微波炉

加温时，因时间太短，可能不能将所有细菌

杀死。所以推荐将肉类烹熟，再将其冷冻，

食用时先在冰箱中或微波炉中解冻，再加热

食用为佳。

2.解冻不再冷冻

已用微波炉解冻的肉类，不可再冷冻。

因为在使用微波炉解冻时，表面一层会开始

低温加热，在这种低温下，细菌可能已繁殖

一定数量，虽然再冷冻可使繁殖停止，却不

能将活细菌杀死。所以，已用微波炉解冻的

肉类，必须加热至全熟，如暂时不吃，放凉后

再收入冰箱。

3.不要长时间存放

有时候，把饭菜放在微波炉中解冻或加

热，然后就忘记拿出，一放就是几小时，专家

提醒，如果忘记取出时间在三小时以上，弃

去不吃，以免食物中毒。

4.注意加热容器

在微波食物时，不要用一般普通塑料容

器，微波时热的食物会使容器也变得很烫，

一般的塑料容器在高温下可能放出毒素，染

污食物。

5.注意距离

使用微波炉时，应注意至少离炉0.5米以

上，眼睛不要看着炉门，不可在炉前久站，并且

食物从炉中取出后，先放几分钟再吃。（综合）

电热水器漏电伤人、燃气热水器泄漏致

人窒息……对于自家“服役”十来年但还能

正常使用的热水器，不少人会选择继续使

用。但这样做会不会存在危险?回答当然是

肯定的。

专业人士提醒大家，任何家用电器都有

自己的使用寿命。超期使用家用电器就跟

赌博一样，不出事还好，一旦出事那就是损

物伤人的大事。

彩电的使用寿命为8年、冰箱10年、空

调 10 年、洗衣机 7 年、吸油烟机和煤气灶 8

年、热水器8年。具体的还需要市民看家电

说明书或者购买时跟工作人员了解。家用

电器超龄使用的话，都会出现线路老化等问

题。专业人士提示，不要舍不得淘汰超期服

役的家电产品，毕竟安全最重要。

还需提醒大家的是，尽量购买正规厂家

生产的电器。另外，老化、超龄的家电可参

加正规商家“以旧换新”活动，或交给定点家

电回收商。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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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手机流量的关注早已超越传统通信业务

（通话、短信）。每一次指尖跃动背后的流量传输，都在

改变人们的生活。

服务模式被重构

随着越来越多的手机用户把购物娱乐、出行办公等

建立在数据流量基础上，新的业态和产业如雨后春笋，

例如基于大数据统计的智能推送、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

共享经济等。

通信行业分析师项立刚认为，“流量社会”下，服务

模式正被重构。“以前是单向的，互联网主要是信息传输

的功能，如今随着移动网络发展，4G用户增多，双向交

流变得无处不在，互联网时代由信息传输时代向全新的

服务时代过渡”。

流量优惠不彻底

9月1日起，三大运营商将全面取消长途漫游费。这

无疑是通信行业的一件大事，但事实上，对长途漫游费的关

注度早已不比当年。通信行业分析师付亮指出，目前4G

用户已经没有长途和漫游费用，所以这一资费调整主要影

响老套餐用户，相较以前，更多用户更关注流量资费。

记者注意到，当前关于流量资费高低问题一直争议

不断。艾媒咨询创始人张毅认为，从2G到4G，网速在

变快，1G流量的单价也一直在降低，正是资费的降低带来

了4G用户的不断增长，推动“流量社会”的到来。但也有专

家在微博上表示，现在运营商普遍将流量分为本地流量和

全国流量，并且本地流量便宜，全国流量比较贵，用户经常

出现“本地流量用不完、全国流量不够用”的情况，这种区域

差异说明当前流量优惠并不彻底。

合理使用要自控

“其实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新消息，但还是会忍不

住打开手机不断刷新，关掉不久又再打开看看。”进入

“流量社会”，类似的“手机依赖症”“低头族”群体日渐庞

大。不少人开始担忧：我被流量“绑架”了吗？

项立刚对此却持较为乐观的观点：“这是一种新的

生活方式，也是新技术时代的一种交流模式，没有必要

去敌视这种行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则建议，虽

然人们被网络“裹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我们在

拥抱网络的同时还要正视它，保持反思能力，控制使用

时间。 （南方日报）

4G 已经普及，5G 时代在

向我们招手。据新华社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力

争2020年启动5G商用。

随着中国全面步入“流量

社会”，流量像水和空气一样，

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工信部公布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移动互

联网用户总数达到 12 亿户，7

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

1.67G，同比增长123%。

“机”不离手，是刷机成瘾

还是生存需要？“流量一族”的

你，生活更美好还是更焦虑

了？本期新闻周刊联合南方舆

情数据研究院，透过大数据，看

看“流量社会”带给你我生活的

改变。

南方舆情以“手机依赖症”

的相关表现为关键词，对2012

年以来全国纸媒的关注度进行

了考察。据不完全统计，近年

来全国纸媒对“手机依赖”的关

注逐年上升。

2016 年，互联网企业 360

曾针对中国用户的“手机依赖

症”做专题调查。结果显示，每

天使用手机 6 小时以上为“重

度依赖者”，比例占整体用户的

12.4%；2-5小时“适度依赖者”

比例则为超过半数的57.1%。

“流量社会”的
“副作用”

南方舆情统计了每月排

名前二十的手机应用类型，发

现视频直播类应用流量消耗

远高于其他手机应用；此外，

通讯社交、新闻、音乐等均排

名靠前。

流量改变生活

拥抱网络≠被流量绑架

延伸

智能小家电成香饽饽 质量良莠不齐待规范

热水器不坏就不换
有危险!

做不到这5点
你的微波炉使用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