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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注意这些细节！

●健康讲堂●

“低价租”吸引消费者 下单后却成“高价买”

这样的“以租代购”有猫腻

哈尔滨冻梨哈尔滨冻梨，，可以这样吃可以这样吃

这几天哈尔滨有多火？看网友亲切
地称之为“尔滨”就知道了。对于很多身
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上班族来说，怎样在
家初尝“尔滨”的味道？记者网购了最富
冬季东北特色的冻梨来品尝。

外表黑乎乎，拿起来硬邦邦，个个比
小孩拳头还大，这就是记者购买的特大果
冻梨了。记者下单的冻梨是特快件，装在
保温袋里加了冰块，所以到货时依然没有

解冻。不过如果收到货时梨解冻了也没
关系，商家在包装袋上特意写到，冻梨是
在东北室外的寒冷条件下，反复冰冻-化
冻-冰冻的步骤而成。在这个过程中，它
的表皮氧化变黑，果肉变软，但仍是新鲜
的，用清水洗净放入冰箱冷冻层即可。

冻梨有两种吃法。第一种是自然条
件下微微解冻后切开或者直接咬着吃。

“尔滨”为了招待南方游客，精心给冻梨

摆盘，就是这种吃法。自然解冻的冻梨
果肉还带着少许冰沙，有着冬天吃冰的
爽感，但记得吃之前家里开足空调或暖
气。第二种吃法属于东北朋友推荐的正
宗吃法——吸梨水。把冻梨放进冷水里
浸泡两三个小时，过程中冻梨与冷水进
行“热交换”，内部果肉逐渐化冻变软，冰
冷的表皮却结了一层冰壳，捏碎冰壳得
到柔软的冻梨，也是个很解压的过程。
完全解冻后拔掉梨“尾巴”，可以直接用
嘴巴吸里面的汁水。需要特别提醒的
是，解冻千万不能用热水，热水浸泡解冻
虽然更快，但是泡过热水的梨果肉会变
得“木渣渣”，难以下咽。

正宗东北冻梨用的是花盖梨，冻透
了之后，果肉几乎都“融化”了，吸起来多
是水、带有少量石细胞，味道是酸酸甜甜
的，几乎不用嚼。

如果你想试试自己制作冻梨，也可
以网购新鲜的花盖梨，用自家冰箱重复
冰冻-化冻-冰冻过程，直至梨表皮氧化
变黑，据说已经有网友尝试成功了。

此外，和东北冻梨齐名的还有冻柿
子，是用北方磨盘柿子冰冻而成，据说口
感更像冰淇淋一些。 据《扬子晚报》

烧煤取暖、燃气热水器等设备为
我们的冬季，添上了浓浓暖意。但如
果使用不当，它们也可能成为我们身
边最可怕的“无形杀手”。

一氧化碳中毒有何危害

煤气中的一氧化碳是最常见的窒
息性气体，因其无色、无味、无臭、无刺
激性，即使中毒也不易被察觉。

一氧化碳中毒导致的死亡事件给
很多家庭带来了灾难。而且，部分煤
气中毒患者经2天~60天的假愈期，可
能会出现迟发脑病，包括痴呆、帕金森
综合征表现、偏瘫、大小便失禁、失语
或失明等症状，或者留下严重后遗症，
影响预后及生活质量。

出现这些症状要警惕

轻度中毒：表现为中毒的早期症
状，头痛眩晕、心悸、恶心、呕吐、四肢
无力，甚至出现短暂的昏厥。

中度中毒：在轻度中毒的基础上，
可出现多汗、烦躁、心律失常、虚脱或
昏迷。

重度中毒：在中度中毒的基础上，
病人出现深度昏迷，各种反射消失、大
小便失禁、四肢厥冷、血压下降、呼吸
急促，甚至死亡。

一氧化碳中毒了怎么办

应尽快让中毒者离开中毒环境，
并立即打开门窗，流通空气，注意保
暖。在未保证空气流通时禁止使用电
灯、电话、手机、蜡烛等，防止一氧化碳
浓度过高，引起爆炸。

解开中毒者衣扣，清除口鼻分泌
物，使其呼吸畅通，应安静休息。

若中毒者出现意识模糊，施救者
应在最短的时间内，检查病人呼吸、脉
搏、血压情况，根据这些情况进行紧急
处理。若发现中毒者呼吸心跳停止
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

呼叫 120 急救服务，等待急救医
生到现场救治病人。

生活中这些细节要注意

除了煤炉取暖可能发生一氧化碳
中毒外，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提醒以下
预防要点：

要正确使用燃气热水器，不使用
淘汰的燃气热水器；不使用超期服役
的燃气热水器；热水器最好请专业人
士安装，不得自行安装、拆除、改装燃
具；冬天洗澡时浴室门窗不要紧闭，洗
浴时间不要过长。

开车时，不要让发动机长时间空
转；车在停驶时，不要过久地开空调；
即使是在行驶中，也应经常打开车窗，
让车内外空气产生对流。

据中新网

“每天只需十几元，就能用上高端
机 ”“ 轻 松 分 摊 压 力 ，避 免 换 新 闲
置”……近期，以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电
子设备为代表的租赁业务悄然兴起，丰
富选择搭配着看上去实惠的价格，很是
令人心动。然而不少消费者尝试过后，
直呼租赁犹如“高利贷”，在下单租机过
后，往往面临进退两难的处境。

糊涂账
先租再买断 多花数千元

“去年 2 月我租了一台手机，总租
金是9374元，谁知租金付完之后，买断
价还需要5444元。”消费者刘先生近来
遇到一件烦心事，他在租机平台上租借
的手机，快到期时俨然成了“烫手的山
芋”。

他计算，就拿手机刚发售时的价格
来说，才不过9000多元，自己总共却要
支付14000多元，怎么想都不合理。“比
高利贷还夸张，其实哪怕多个一两千
元，我都不说什么了。”

社交平台上，类似的遭遇不在少
数。“去年12月26日在租机平台下单苹
果手机，预付了6期费用3996元。几天
后快递到货才发现，要求签署的合同全
额实际是12977元！”有消费者反映，拒
签拒收后，平台却找不到退款选项，联
系客服又被要求赔偿违约金。

记者在消费者服务平台“黑猫投
诉”上，以“租手机”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发现形形色色的租机纠纷不胜枚举。
最多的投诉集中在，租赁期满后“买断”
价格过高，以及“租满即送”，但所谓的

“租满”不是一年而是两年，第二年续
租，每期租金反而更高。整体来说，若
从租机平台租赁并最终留下手机，消费
者要比直接购买新机多支出数千元。

障眼法
协议藏陷阱 好借不好还

这样大的差价，为何人们在选择时
却难以察觉？记者发现，租机平台在推
广、操作上“步步为营”，消费者稍不留
心便会踩坑。

“为什么室友生活费1600元，也能
用上苹果 15”“每天一杯奶茶钱，全系
15都能用上”…… 引流宣传时，租机生
意多瞄准囊中羞涩的年轻群体，甚至宣
称“想要的得不到，何尝不是青春的遗
憾”，极具鼓动性。价格上多标注日单
价，营造“低价格租高端机”的反差，进
一步推动人们“激情下单”。

实际下单过程中，又是诸多障眼
法。记者随机进入一家租机平台，选择
一款苹果14Pro max 128G手机，显示日
租金为 19.72 元，租后可选择续租、买
断、还机等方式。其中“买断”的选项旁
还用彩色方框着重标注，可“随时买
断”。极易让人以为，在租赁期间如果
改变想法，随时补个租金与手机的差
价，将手机买下来就行。殊不知，这里

“随时买断”的意思是，必须租满一年
后，才能买。买断价加租金共11698元，
比直接购买新机足足贵出3000元。

记者更换一家平台，选择一款苹果
15Pro 128G手机，在填写了一系列个人
信息后提交订单。页面最下方细小字
样显示，生成了一份“用户租赁及服务
协议”。直接勾选该协议也能下单，并
未强制要求消费者点击查看。

点开这份协议，是密密麻麻的各类
条款，细看发现，该手机租期一年，租金
5488元，租满后方可选择留购，价格为
4979元，二者相加高达10467元。

猫腻不止于此，协议中还有一项

379元的“增值服务费”，称租赁期满无
论碎屏保障服务是否启动，该费用均不
予退还。而如果打算归还手机，协议规
定，归还的租赁物存在以下情形之一视
为损毁，需履行留购义务。其中有一条
为，“外壳划痕超过3处，或任意一处触
感划痕超过1厘米”，标准相当苛刻。

提个醒
签约需谨慎 下单勿匆忙

“有实物，交给了承租人，东西的价
格在市场上也查得到，还有相关的协
议，只要明确商家提供的是质量合格的
正品行货，从形式上来说，这样的租赁
方式并不违法。”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
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表示。

关键在于，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商
家应如实告知消费者具体如何租赁，还
要再交多少钱等一系列重要信息。“消
保法第 26 条规定，企业要以显著方式
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服务的数量质
量、价款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
意事项和风险警示等等。”

李斌介绍，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
系的内容，商家应用比较清晰的方式，
例如加黑加粗字样让人一眼看到，且不
产生误解歧义。一些重大条款，应设置
必然需要阅读的程序，例如强制打开、
确认，一段时间后才能进行下一步交
易。否则存在对消费者构成误导、损害
消费者知情权、打“擦边球”的嫌疑。

从消费者的角度，李斌提示在购买
前对相关协议要给予重视，不要简单勾
选，而应审慎阅读。“越小的字儿，越犄
角旮旯的越要注意。随时买断是什么
含义？不同时间买价格怎么算？协议
放在那里不点开查看，就会给人以可乘
之机。”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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