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源温度、故障信息动态、230多个换热站
实时状态等信息，在超大屏幕上一目了然。“这
是天津市宝坻区整个城区冬季供暖的‘大
脑’。哪里出了问题，大屏幕都能实时显示。”
在天津市恒安供热发展有限公司智慧化供热
调度中心，调度员齐海潮说。如今，在大数据、
AI等技术的支撑下，北方各地都在加快推进

“智慧供热”，让应对寒潮不再麻烦。
2015年，天津能源集团建成了首个集热电

联产、清洁高效煤粉炉、燃气锅炉、地热、空气
源等热源于一体的智能调峰“一张网”。“各个
热源串联在一起，一个热源出了故障立刻有其

他热源补上。”天津能源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
心副主任刘焕志说。

山东一家供热公司打造的“智慧热网+大
数据+室温云”智慧供热模式，通过“智慧热网”
实时监测整个供暖管网的温度，甚至可以动态
了解每栋楼、每单元、每户的供热情况。北京
市丰台区一个老旧小区今年已完成智慧化供
热改造，现在用户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温度设
定室温。

冷热不均是集中供热的老问题，目前多家
“智慧供热”企业已实现实时掌握住户室内温
度，如果室温低于正常温度，他们将第一时间

与业主联系，在排除开窗、关闭供暖阀门等因
素后，工作人员会主动检修，保障供暖效果。

齐海潮说，换热站现在加装了很多温度、压
力、流量、热量采集器，一旦出现问题，监控平台
能及时发现，处置更加高效准确。天津能源集
团还研发了“无人机+双光热成像”智能巡检系
统，供热管线哪里漏水了，无人机搭载红外线热
成像设备，一测一个准，省了大量人工。

“经测算，通过智慧供热技术，中新天津生
态城一个采暖季可以减排二氧化碳9200多吨、
减排二氧化硫75吨。”天津生态城能源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生产调度中心主任霍金浩介绍，在

“智慧供热”条件下，换热站能综合天气情况、室
外温度及用户用热情况，自动调整温控阀开度，
做到精准供热、按需送热，尽可能节能降耗。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供热+”有望成为今后“智
慧供热”的一个发展方向。当前，我国已有热力公
司开启“气象+热力”新模式。气象部门将气象信息
融入“智慧供热”，定时发送气温、气压、湿度、风力
等实时监测信息，特别是研判强降温等恶劣天气，
方便热力公司动态调控供热负荷。也有专家认为，
未来将强化供热终端与用户之间的智慧互动，让供
热系统形成一个能感知、会思考、可进化、有温度的

“供热智能体”。 （王井怀 黄江林）

“智慧供热”，让冬季供暖变得“聪明”

清厨房、清阳台、清走道，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

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利用其
开发的邻近细胞遗传学技术，以
小鼠为研究模型，揭示了生物体
内细胞也会“搬家”，并且自身功
能会随着新的“邻居”和生活环境
不同而改变。相关研究成果近日
发表于《科学》上。

“这就好比我们熟悉的‘孟母
三迁’故事，每搬一次家，孩子就
会受到周围同伴和环境的不同影
响，细胞也是如此。”研究人员介
绍，“生物体内的细胞不仅会‘搬
家’，而且每搬一次家，细胞在形
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等方面都会表
现出不同特征，甚至它们的命运
也会因环境而变化。”

专家认为，这一新技术为发
育生物学、干细胞生物学、免疫学
和肿瘤学等众多领域研究提供了
新的研究思路和技术支撑，具有
广阔应用前景。

（程沛）

细胞也会
“孟母三迁”科技观察观察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
近日在《自然·生物技术》发表论
文称，他们已开发出一种无线智
能绷带，通过监测伤口愈合过程
并治疗伤口，以加速受伤组织修
复。研究人员说，这种绷带能促
进伤口更快闭合，增加流向受伤
组织的新血流，并通过显著减少
疤痕形成来促进皮肤恢复。

智能绷带由无线电路组成，
使用阻抗/温度传感器来监测伤
口愈合的进程。如果伤口愈合
较慢或检测到感染，传感器会通
知中央处理单元在伤口上施加
更多电刺激，以加速组织闭合并
减少感染。研究人员能够在智
能手机上实时无线跟踪传感器
数据。

绷带电子层包括微控制器单
元、无线电天线、存储器、电刺激
器、生物传感器和其他组件，厚
度仅为100微米，约是一层乳胶
漆的厚度。所有这些电路都安
装在巧妙设计的水凝胶上，该水
凝胶被集成以向受伤组织提供
治疗性电刺激并收集实时生物
传感数据。

（敏稳）

智能绷带可促
伤口无痕修复

科技新生活新生活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峥

“以前总觉得火灾离我很远，但经过这次事件
后，我再也不敢大意了。”北京的贺女士讲到自己的
经历时仍心有余悸，她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11月28日，她做完晚饭把炒菜锅洗干净后，又
打开火想把铁锅里残留的水烘干以防生锈。其间
她回到客厅去喝水，不料接了个电话就忘了厨房里
还开着火。一个多小时后她丈夫下班回家，才发现
锅已经烧黑烧坏了，厨房里满是烟雾。

“太悬了！现在只要厨房里的火开着我就绝不
离开，哪怕有事也要叫家人过来接力‘值守’。生活
中不经意的小疏忽，就可能导致危险发生，家庭防
火千万不能大意。”贺女士说。

进入冬季，天气寒冷，家庭用电用火用气愈加频
繁，消防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同时，冬季也是小太
阳、电暖气等取暖电器火灾高发期。记者了解到，根
据我国居民住宅火灾起火原因的统计，约有30％的
火灾是电气线路老化或配置不合理造成的，位居火灾
事故原因第一。此外，厨房用火中途离人、祭祀烧纸、
点蚊香、吸烟和儿童擅自玩火等，也是导致家庭火灾
发生的主要原因。那么，冬季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防火
事项？家里哪些地方需要重点防火？

家庭防火，需做到“十不可”“三清三关”

家庭防火“十不可”。冬季风干物燥，往往一个
小疏忽就可能酿成火灾。天津消防近日在其公众
号发布了家庭防火“十不可”，提醒广大家庭预防火
灾必须从每一个生活细节做起。

1.不可随意将烟蒂、火柴杆扔在废纸篓内或可
燃杂物上，不要在沙发上或床上吸烟。点燃的蚊
香、烛台要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在燃烧过程中
要有人看管。因为烟头表面温度为200—300℃，
中心温度可达700—800℃。蚊香在发生阴燃时，
温度最高也可达800℃，均超过了棉麻、毛织物、纸
张、家具等可燃物的燃点。

2.不私接乱拉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
家中电线有无老化破损等情况。插座上不要使用
过多用电设备。不用铁丝等代替保险丝。

3.家长要教育孩子不玩火，不让孩子接触火
源，不随意玩弄电气设备。

4.吹风机等家用电器不可持续长时间使用，使
用后应关闭开关，切断电源。电子产品不可彻夜充
电。用电熨斗熨烫衣物时，要做到人离开即断电。

5.明火照明时不可离人，不要用明火照明寻找
物品。为防止照明设备引发火灾，应做到白炽灯与
可燃物之间距离不小于0.5米，距地面高度不低于
2米，如低于此高度时应采取必要防护措施。

6.使用电暖气、浴霸等电热器具或灶膛取暖
时，应远离可燃物，使用时要有人看管，用完必须拔
下插头；不可在取暖器上烘烤衣物，电热毯不要折
叠和长时间使用。

7.炉灶附近不放置可燃易燃物品，炉灰完全熄
灭后再倾倒，草垛要远离房屋。

8.家中不可存放超过0.5公升的汽油、酒精、香
蕉水等挥发性强的易燃易爆物品，空气清新剂、发
胶、杀虫剂、香水、指甲油、花露水等易燃用品也应
小心存放。

9.不可在阳台、走廊、楼梯口、院落及楼道等处
堆放杂物，不要堵塞疏散消防通道，要保证通道和
安全出口的畅通。

10.不可在禁放区及楼道、阳台、柴草垛等地燃
放烟花爆竹。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闸、
煤气阀，清理阳台、走道、厨房杂物，维护家庭防火
安全。

家庭防火应“三清三关”，重点关注厨房和客
厅。近日，中国消防也在科普中国上发文提醒，家
庭防火做到“三清三关”至关重要，“三清”是指清厨
房、清阳台、清走道；“三关”是指关火源、关电源、关
气源。同时，家庭重点防火部位尤其应注意客厅和
厨房。

1.客厅：①沙发：装有垫子的沙发容易被未熄灭
的烟蒂熏烧，一旦点燃易产生致命烟气。②空调：放
置时应远离易燃的窗帘，或者使用阻燃型织物的窗
帘。③电视机：电视机后面应预留充分空间，以发散
电视产生的热量，不用时要将插头拔掉。

2.厨房：①使用抽油烟机时，灶具不得干烧，避免

大量热量吸入油烟机内，引燃机内油污；要定期清理
油烟机通风管道。②灶具四周不能堆放杂物或其他
易燃物品，应经常清洗，避免积存油脂。③保持燃气
使用环境空气流通。煤气或天然气尽量不要同电饭
煲、电磁炉等混杂使用。④保持电冰箱周围空气流
通，安装冷凝器的一面离墙的距离应在10cm以上，
避免灰尘积聚在马达、压缩机及线圈上。

家中应配备基本消防器材，不同物品着
火有不同灭法

家庭应配备消防器材，并提前熟悉逃生路线。
中国消防提醒，为了预防火灾，家中应配备一些家
庭消防基本器材：

1.小型灭火器：可扑灭早期小火，二氧化碳灭
火器或干粉灭火器最合适。

2.家用缓降器、逃生绳：有助于遭遇火灾时从
较高楼层逃生。

3.手电筒：可帮助人们在遭遇火灾断电时用来
照亮逃生道路，发出求救信号。

4.防烟、防毒面具：火灾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
和浓烟，防毒面具可帮助你安全撤离。

此外，根据家庭具体状况还可以配置更齐全
的消防器材，如逃生哨、消防服、防火毯、烟雾报警
器等。

同时，应提前画好家庭平面图，标注清楚门窗、
楼道等逃生出口和逃出以后的集合地点，尽量为每
个房间准备两条以上逃生路线。家庭成员平时就
要了解掌握火灾逃生的基本方法，并提前熟悉逃生
路线。

家中着火怎么办？一旦遇到家中失火，除了拨
打119，我们该如何第一时间施救？

1.电器失火。首先切断电源，选用二氧化碳或
干粉灭火器或干沙土灭火，要与电器设备和电线保
持2米以上距离。

2.油锅着火。将冷菜沿锅边倒入锅内，火可自
动熄灭；也可用锅盖或大块湿布遮盖到起火油锅上
灭火。千万不要用水往锅里浇，因为冷水遇到高温
热油会形成“炸锅”，使油火到处飞溅，很容易造成
火灾和人员伤亡。

3.电脑着火。拔下电源，用二氧化碳或干粉灭
火器扑救，迅速用湿地毯或棉被等覆盖电脑，切勿向
着火的电脑泼水，以防温度突然下降易引发爆炸。

4.煤气泄漏。不要触动任何电器开关，迅速关
闭气源，打开门窗。如需报火警，应到远离现场的
地方打电话。

遇到火灾，该如何逃生自救

万一遇到火灾，我们该如何逃生自救呢? 中国消防
提示：不入险地，不恋财物；简易防护，不可缺少；缓降逃
生，滑绳自救；当机立断，快速撤离；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大火来袭，固守待援；火已及身，切勿惊跑；发出信号，请
求救援，熟悉环境，熟记出口。具体应当做到：

1.一旦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讲
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火势大小，并留
下姓名及电话号码。

2.火灾袭来时要迅速逃生，不要贪恋财物。
3.受到火势威胁时，要当机立断披上浸湿的衣物、

被褥等，向安全出口方向冲出去。要注意随手关闭通
道上的门窗，以阻止和延缓烟雾向逃离通道跟踪流窜。

4.火灾中会产生大量烟雾和有毒气体，其蔓延速度
是人奔跑速度的4~8倍。当感到烟、火刺激时，无论附
近有无烟雾均要采取防烟措施。可用干毛巾或湿毛巾
捂住口鼻防烟，若用干毛巾，折叠层数越多，除烟效果越
好；用湿毛巾除烟效果更佳，毛巾越湿，效果越好。在穿
过烟雾区感到呼吸阻力增大时，也不能拿开毛巾，因为
一旦拿开就可能导致中毒。此时可屏住呼吸，不要大声
呼叫，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靠墙边爬行逃离火场。

5.躲避烟火时不要往小阁楼、床底、大橱柜内
钻。裹挟在人流中逃生时，可将一只手放在胸前保
护自己，用肩和背承受外部压力。

6.身上着火时，千万不要奔跑，可就地打滚或
用厚重衣物压灭火苗。

7.如楼下起火，楼上人员切忌开门观看或急于
下楼逃生。门已发烫时，千万不要开门，以防大火
窜入室内。要用浸湿的被褥、衣物等堵塞门缝或粘
上胶带，并泼水降温。

8.若所有逃生线路均被大火封锁，要立即退回
室内，用打手电筒、挥舞衣物、呼叫等方式向窗外发
送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9.在被烟气窒息失去自救能力时，应努力滚到
墙边，便于消防人员寻找、营救，因为消防人员进入
室内都是沿墙壁摸索行进。此外，滚到墙边也可防
止房屋塌落砸伤自己。

10.发生火灾时，千万不要盲目跳楼，可利用疏
散楼梯、阳台、排水管等逃生。三层以下楼房可利
用绳索或把床单、窗帘等撕成条、结成绳，紧拴在窗
框、暖气管等固定物上，从窗口逃生。

消防人员提醒，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消防
安全习惯，防患于未然，从根源上杜绝火灾发生，才
是最好的“自救”。

本版插图：小丽

科学趣发现趣发现

高层建筑火灾中，火势会迅
速向上蔓延，这源于高层建筑形
成的“烟囱效应”（即户内空气沿
着有垂直坡度的空间上升或下
降 造 成 空 气 加 强 对 流 的 现
象）。“烟囱效应”容易使高层
建筑火灾迅速蔓延扩大，有实验
证明，一座30层高、约100米的
建筑，在无阻挡情况下，烟气从
一楼到顶楼只需30秒。因此，
在高层建筑火灾中想成功逃生，
很多时候要靠科学自救。

一般楼高超百米的超高层公
共建筑必须设避难层，避难层建
筑用材是阻燃的，还设有专门的
排烟送风设施、消防专线电话
等。如果你在超高层建筑中疏散
逃生有困难，要充分利用避难层
作为临时避难场所，等待救援。

发生火灾时，实在无路可逃
时可利用卫生间避难。因为卫
生间湿度大、温度低，可用水泼
在门上、地上进行降温，水也可
从门缝处向门外喷射，以达到降
温或控制火势蔓延目的。

火灾时千万不可乘坐普通
电梯，因为火灾发生后容易断电
而造成电梯故障，另外火场烟气
涌入电梯通道极易形成“烟囱效
应”，人在电梯里随时会被浓烟
毒气熏呛窒息。

如楼梯间已有浓烟，千万不
要盲目通过楼梯逃生。出口被
浓烟或是大火封堵不能安全穿
越时，应选择在目前的楼层关门
避难，而不是往上或往下跑。切
记，关上房门，用湿毛巾、湿衣物
等封堵门缝，等待救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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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火灾
如何逃生自救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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