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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凝胶抗寒服、火山岩保暖
棉、红外蓄热、空气锁温……随
着冬天来临，保暖产品又开始受
到关注。但在挑选保暖衣物的时
候，或许你也因为这些“高科技”
的概念看花了眼。

当冬季保暖新品融合了科
技元素，究竟是真正的科技创
新，还是一场“智商税”陷阱？一
件看上去并不厚的冬衣，真的可
以牢牢“锁住热量”吗？商家宣传
的“科学保暖”，到底有没有科学
依据？面对花样宣传，消费者怎
么能够不踩雷，挑选到合适的入
冬装备？专家告诉记者，新技术
确实更保暖，但商家往往过度宣
传，消费者选购时要擦亮眼睛。

气凝胶抗寒服
黑科技还是“智商税”

“我们用的是宇航服的核心
隔热材料——气凝胶，这是一款
新的黑科技，它的升温能力是普
通棉服的两倍……”

打开一个卖冬季衣服的直
播间，你大概率能听到一些带有
黑科技色彩的话术。最近，一些
新锐品牌开始推出“气凝胶抗寒
服”，号称其具有比羽绒服更加
轻薄保暖的功效。

其实，气凝胶并不是一个新
概念。它是指通过一定的干燥方
式，使气体取代凝胶中的液体而
形成的一种纳米级多孔固态材
料，是目前已知导热系数最低、
密度最低的固体材料，过去一直
应用于航天军工、石化等领域，
曾被美国宇航局用于隔离太空
服等。

随着技术迭代、产业跃迁，
气凝胶近年来也开始应用在服
装材料上，通过加入纤维增强材

料，形成一种气凝胶复合材质。
那么它真能带来比较好的保暖
抗寒效果吗？

杭州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她
买过一款厚度为 3毫米的气凝
胶外套，亲身体验下来，保暖效
果挺好的。“拉链拉上以后，里面
的温度计显示 28度，甚至有点
热。”

不过，记者发现，在一些售
卖气凝胶衣服的网店中，也不乏
消费者的吐槽：“保暖效果和普
通衣服没有什么区别”“真的不
保暖，看来是智商税”……

消费者褒贬不一，或许是因
为气凝胶运用在服装材料上的
技术还不够成熟。

“从原理上来讲，气凝胶用
来保暖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未来
发展前景较好。”东华大学纺织
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召岭
告诉钱报记者，不过目前气凝胶
的成本较高，且大多不耐水洗，
易碎，通常需要和其他的纤维材
料复合使用，因此还有很多问题
需要解决。

目前，有关气凝胶在服装领
域的使用还没有国家标准。“气
凝胶的填充比例、厚度，与什么
材料进行复合，结构设计等等，
都会影响其保暖效果，市面上的
气凝胶服装也存在良莠不齐的
情况。”李召岭说。

保暖新概念
不少是夸大其词

“空气锁温”“保暖黑科技”
“石墨烯自发热”……随着年底
将近，种种听起来“高大上”的保
暖热词，开始占据各大商店和线
上商城的醒目位置。

某电商平台上，一款保暖

背心宣称添加了石墨烯，售价
39.9元，销量已达 89.1万件；另
一款石墨烯保暖裤，销量也有
36.9 万件。在详情页内商家介
绍，这款保暖裤 3秒起热，一条
顶三条……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李召
岭告诉记者，有的新技术、新面
料确实能带来更好的保暖效
果，但很多时候商家可能是夸
大宣传，用新概念作为一种噱
头来营销。

以石墨烯为例，它是碳原子
以特殊结构排列连接而成的新
材料，具有优异的热传导性能，
但石墨烯本身不会发热。

“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衣服
的材质，比如羽绒服的充绒量
等，石墨烯只能起到辅助保暖的
效果，且非常有限，最多只能帮
助升温 1-2℃，有时候消费者的
心理作用可能更大。”李召岭说。

从事纺织行业 16年的郑先
生告诉记者，现在市面上不少

“发热技术”等新概念，不过是商

家发掘出的新名词，其实有的可
能还是十年前的技术，消费者对
其应保持理性，不必过于追求这
些新概念。

五花八门的保暖用品
怎么挑选

在电商平台搜索“保暖衣”
“羽绒服”等关键词，就会弹出上
万条商品品类；走进一家商店，
只是秋衣、秋裤，可能就有上十
种。有的网友直呼：“过冬真是太
难了！”面对五花八门的衣物，我
们应该怎么挑选呢？纺织领域的
专家和业内人士给出了一些建
议。

一是抛开广告标语，先看成
分标签。“一般而言，成分含量精
确到小数点后一位的，可信度更
高一些，面料成分检测很少有刚
好整数百分比的。”郑先生说。

另外，贴身衣裤要避免选择
高涤纶（聚酯纤维）含量的，因为
涤纶不透气、不吸汗，有较强闷

热感。
对于保暖衣裤，郑先生认

为，追求性价比的可以选择德
绒，它具有不错的保暖效果，且
牢固度较高，比较耐穿；想要贴
服舒适度更高的，可以选择含有
羊毛、羊绒的混纺面料；想要又
保暖又不臃肿，可以选择高支纱
的产品。

李召岭表示，消费者可以根
据自己的穿着场景来选择。比
如，对于江浙地区、以室内办公
为主的消费者来说，天然棉的保
暖衣贴身穿更加舒适、透气，气
凝胶抗寒服等其实在日常生活
中并不需要。

二看价格。如果某件衣物售
价大大低于市场价格，需要更谨
慎一点。

以羊毛衣物为例，郑先生
说，一套薄款的全羊毛保暖内衣
裤套装，下机成本就要 100元左
右，算上包装、销售费用，一般定
价大于 200元，如果低于这个价
格，就要打上问号。“有的是羊毛
含量打折扣，有的可能是积压的
库存商品，由于一些商品超过质
保年限，保暖性、质量方面可能
会受影响。”

三是试穿体验。要更直观地
感受保暖效果，消费者不妨在室
外亲身试穿体验。

最重要的是，消费者们要保
持理性，尤其是在直播间网购
时，不要被一些商家夸大的话术

“忽悠”。“有的保暖服装需要专
业的制备工艺，即使原料成分相
同，但不同的工艺会带来不同的
穿着感，这在图片或视频里很难
体现，消费者可以尽量找品牌或
者老店，相对来说可靠性更高。”
郑先生说。

据《钱江晚报》

气凝胶、火山岩、石墨烯、自发热……

保暖衣的“黑科技”，你看懵了吗

不久前，教育部对“关于尽快
实施午休‘舒心躺睡’工程的建
议”做出答复，表示教育部高度重
视中小学校作息时间规范管理，
将继续引导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
方，因地制宜创造学生午休条件。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地方
已开启校内午休的探索实践，一
些地方在全市学校推广午休服
务。然而，政策如何更好落地仍考
验管理智慧，也需各方形成合力。

多地开启校内
午休探索实践

2020年5月，时任海南省农
垦直属第二小学校长张学秀就在
琢磨如何让孩子更好午休。从用
瑜伽垫“打地铺”到更换可躺式桌
椅，再到在宿舍楼配置近千张木
床，孩子们午休的条件越来越好。

现在，午休服务在海口全市
学校大范围推广，让张学秀觉得
自己“做对了”。事实上，在全国
多地，从改造教室到建宿舍楼，
从使用可躺式桌椅到量身定制
午休床，不少学校都竭力为学生
提供更好的午休环境。

记者了解到，多地将为中小
学生提供午休服务列入民生项
目，加大财政投入。

广州财政一次性补助各区

课后托管舒适午休专项经费
1.38亿元。

山西安排 2.02亿元专项资
金用于学校建设改造食堂、午休
场所等，目前全省城区有需求的
559 所学校已具备午餐午休保
障条件。

一些学校的午休设施不断
升级，管理方式也不断创新。

12点 40分，随着校园广播
响起，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逸夫
艺术小学的同学抽出折叠睡板、
铺上睡垫，躺到“唐榻式午休床”
上开始午休。三年级一班的韩承
炫同学说：“现在胳膊腿可以伸
直，翻身也不怕掉下去了。”

逸夫艺术小学校长杨克尚
说，学校的午休设备已经过三次

“更新换代”。“唐榻式午休床”是
丛台区教体局午休研发专班研
发的，经过 30多次实验改进。现
在学生操作只需 1分钟，成本也
比折叠座椅便宜了500元。

广州市第五中学开展午休
躺睡的探索已有十几年。记者看
到，学生在 4名班级管理员的指
引下，自觉分成 4组，有秩序地
摆桌子、铺垫子，鞋子也整齐摆
放在教室门口，全程不到 10分
钟，由学生自我管理。“让孩子在
短时间内做好各种准备和复原
工作，既能锻炼整理内务的技

能，也能培养自我管理意识。”校
长裘志坚说。

大规模推广
仍存现实困难

因没有条件躺睡，有不少小
学生中午在课桌上趴睡。山西省
儿童医院科教科主任燕美琴认
为，小学生中午长期趴睡，对身
体发育会造成不良影响。尤其对
于脊柱发育仍不完善的青少年
来说，长期趴睡会改变正常的脊
柱生理弯曲，还会导致胸廓不能
很好舒展。

然而，对一些学校而言，空
间改造需考虑资金投入、教室大
小、班生规模等现实因素。

一套可坐可躺的多功能座
椅价格在500元到1000元不等，
一些学校学生超过 1000 人，仅
座椅的采购经费就达数十万元。
记者采访福建省多名小学校长
了解到，学校自有资金承担全校
躺睡座椅采购仍有较大缺口。

山西省太原市一所小学的校
长说，学校为部分学生采购了多
功能座椅。为营造良好的午休环
境，下一步还需更换活动室窗帘、
安装暖风机等，设备也需维修保
养，这些都意味着更多经费支出。

午托服务是项综合工程，除

增加设施外，还涉及课后服务管
理，包括学生用餐、师资配备等，
会增加教师的工作压力和管理
负担；此外，一些家长对孩子在
校用餐也有担心。

除空间局限外，学校午休时
间安排各不相同，午休习惯也存
在地域差异。如在海南，公立小
学午休时间达两个多小时；而在
北方一些地区，并非所有人都有
午休习惯。

记者了解到，一些中小学午
间作息安排较为紧张，还要完成
多项“任务”。如在北京的一所小
学，学生 12点结束课程，午休时
间仅有 40分钟，学生还需完成
作业，无法真正休息。

实现“躺睡自由”
还要多久

据《2022 中国国民健康睡
眠白皮书》显示，初中生的实际
睡眠时间平均为7.48小时，小学
生为 7.65小时。而《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
眠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小学
生每天睡眠时间应达 10小时，
初中生应达9小时。

浙江省绍兴市的一名家长
说，孩子中午不能午休，也没有
可躺式桌椅；夏天老师还允许在

课桌上趴一趴，冬天因为怕着凉
生病，不允许睡觉。老师在教室
里陪着看书写作业，孩子一整天
都不能放松，很辛苦。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
经外科主任、睡眠专家徐伟民教
授说，躺平午休对心理、生理的
好处毋庸置疑，可以放松全身肌
肉、改善脑供血、调节神经系统。

“关键还是意识问题，只有认识
到躺平午休的重要性，才会去创
造条件。”

多名基层教育工作者建议，
可更多采用“一校一策”方案，为
学生提供午休条件。校舍特别紧
张的，可在教室内“打地铺”，由专
项资金采购防潮地铺设备；没有
学生宿舍的，可更换可躺式桌椅；
也可在同一校区采用多种方式。

同时，无论是提供午休还是
照看服务，都应以自愿为前提。福
建德旺基础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
员王俭认为，提供午休服务切忌

“一刀切”，要鼓励各校根据学生
需求，探索更多人性化管理举措。

多名受访教师也表示，保障
学生睡眠时间与质量并非孤立
政策。学生睡眠的加法，也需教
育改革的减法来支撑，学校、家
庭和社会教育需形成合力，为学
生身心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据新华社

多地中小学开启校内午休模式

“趴睡”变“躺睡”，实现舒心午睡还要多久

电商平台售卖气凝胶抗寒服截图电商平台售卖气凝胶抗寒服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