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来越多的智能家居设备让人期待着便利的生活，然而人们在使用中却发
现，这些设备时而“聪明”时而“愚钝”，一旦需要维修，费用更是令人咂舌——

回家后灯光自动亮起，手机
轻松控制窗帘升降，扫地机器人
定时作业打扫卫生……商家口
中的“全屋智能”让人期望着享
受智能化的生活。然而，不少市
民住进新居后却发现并没那么
方便。

更让大家诟病的是智能化
设备一旦出现故障，维修起来会
非常麻烦。

阳台灯半夜亮起
原来流浪猫来访

家住市区的孙先生在给一
楼的新居装修时特地进行了全
屋智能化设计，图纸设计、设备
购置、安装调试等一共花了五万
多元。“智能化主要包括灯光、窗
帘、空调、温湿度调节等，既能够
通过传感器自动开启，也可以用
语音、手机等方式来控制。”孙先
生说，本来憧憬着“躺平”就能控
制全屋设备，但入住后才发现没
有想象得那么好。一天夜里，孙
先生的妻子到客厅接水，忽然阳
台的灯亮了起来，把她吓了一
跳。她小心翼翼地走到窗前，听
到“喵”的一声，原来是一只小猫
在小院里。“这灯光太敏感了，真
是不适应。”孙先生的妻子告诉
记者。

同 样 安 装 了 全 屋 智 能 设
备的肖女士也发现智能生活
并没到来。“有时呼叫智能管
家，得反复叫好几遍才响应；
可不叫它的时候，有时却突然

冒出一句‘我在’。”她抱怨说，
老人用语音提示智能管家执行
一些操作，它却说“没听懂”，还
不 得 不 用 普 通 话 放 慢 再 说 一
遍，“整个过程感觉挺别扭的，
现在我和家人都不怎么用语音
控制了。”

为了更有仪式感，市民韩先
生夫妇给家里的灯光设置了很
多场景，比如观影模式、阅读模
式等。可小两口入住后发现，除
了一两个常用模式外，其他场景
几乎不需要。“一方面，新鲜劲儿
过去了懒得去变换灯光；另一方
面，有时个别设备会出现掉线，
还得重新联网设置，特别麻烦。”
韩先生说。

维修需要提前预约
修个灯带花费千元

2022 年，市民崔女士几
年前购置了一套四居室的房
子，装修时她听从设计师的
建议，进行了全屋智能化设
计。入住 3 年来，家里多次出
现智能灯带、传感器等设备
故障问题。“传感器每次上门
更换需要四五百元，智能灯
带等产品更贵，有一次维修
灯带花了 1000 多元。”如此
高的维修费用让她直呼“修
不起”。

价格贵不说，智能化设备
的维修难度也较大。“以前家
里一些设备坏了，打个电话维
修师傅当天就能上门，可智能
化设备一般师傅修不了，只能
请品牌方的维修人员修理。”
崔女士说，维修往往需要提前
预约，有时候遇到人手紧张，
一周之后才能上门。如果再碰
上更换的设备断货，等待时间
更长。

市民马女士也有类似的经
历。她在几年前安装了全屋智能
化系统。然而没过几年，这家智
能设备的经销商撤出了沧州。如
此一来，设备损坏后的售后服务
变成了难题。如今，马女士家大

部分的智能化设备只能改为手
动操作。

全屋智能壁垒多
新居装修莫跟风

为何安装全屋智能设备后，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这么大呢？记
者采访中发现，若想真正实现全
屋智能，有待不同品牌设备之间
打破壁垒，实现智能化设备统一
控制。由于不同品牌设备并不兼
容，智能设备安装后不得不下载
四五个APP。“控制摄像头、扫地
机器人、灯光等都要用不同的
APP，感觉挺麻烦的。”市民姚女
士表示，现实中往往难以真正实
现智慧联动。

记者咨询多家品牌商了解
到，各家都有“指定款”产品。记
者以消费者身份请某品牌商家
设计了一套全屋智能方案。根据
这套方案，全屋智能系统可以实
现全屋灯光、窗帘、空调的远程
控制，但如果选择其他品牌的智
能门锁、扫地机器人、智能电视
等，将无法接入系统。如果要对
这些设备进行远程控制，还需要
在全屋控制系统外，再多下载 5
个单独的APP。

市区一家装修公司的资深
设计师李女士建议各位市民，新
居装修时如果考虑安装智能设
备，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
去选购，没有必要跟风去追求所
谓的全屋智能，否则可能会遇到

“事倍功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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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秋葵在网上又
“火”了一把。号称具有“降糖”
“通便”等功效的“秋葵泡水”引
起不少人关注。最近，市民李先
生效仿网络博主用“秋葵泡水”
降血糖，结果不仅血糖没降下
来，还出现了腹泻的情况。

医生提醒，对于一些网红养
生热门，市民应理性对待。否则，

“养不对”不仅没效果，还可能对
身体造成伤害。

喝“秋葵泡水”
血糖没降还腹泻

38岁的市民李先生体检时
发现血糖偏高，医生建议他定期
观察血糖指标，先通过调整日常
饮食来控糖、降糖。

后来，李先生上网时无意中
刷到一名网络博主，对方推荐了
一款简单又日常的“降糖妙招”，
就是“秋葵泡水”。这名博主将秋
葵比喻成“天然降糖药”，声称通
过饮用泡了秋葵的水就能达到
日常降血糖的效果。巧的是，还
有其他博主也分享了类似的“妙
招”。这让李先生十分心动，他决

定试一试。
李先生很快买来了秋葵。他

按视频所说，将秋葵切成段泡进
纯净水中，在冰箱里放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李先生喝了“秋葵
泡水”，“口感太黏稠了，让人不
舒服，但味道还算清新。”为了降
糖，李先生忍着喝下不少。

连喝了几天“秋葵泡水”，李
先生渐渐适应了这种水的口感。
那段时间，李先生经常腹泻，后来
才知道这跟秋葵有关。更令他失

望的是，他再次检测血糖时，发现
血糖不仅没降，反而还升高了。

“尝试养生‘妙招’本想让身
体更健康，结果健康的目的没达
到，还白白把身体折腾得够呛。”
李先生后悔地说。

轻信“伪养生”
不慎就“踩坑”

随着养生成为人们日渐关

注的话题，各种养生妙招吸引了
大家的视线。记者上网搜索发现，
这段时间，关于“秋葵养生”的话
题在网上被不少人提及。在一些
博主发布的视频中，秋葵成了具
有降血糖、强免疫、通便、改善皮
肤质量等功效的养生“神菜”。不
过与此同时，一些为秋葵“正名”
的帖子也在网上出现。“秋葵就是
一种普通的菜，把它当成降糖、降
压的‘秘密武器’是没有道理的。”
一名网友这样说。

“洋葱治疗高血压”“苦瓜、秋
葵能降血糖”“粗粮吃得越多越
好”……这类关于食疗养生的方
法，人们或多或少都曾听说过一
些。一些人尝试各类“养生妙招”，
健康状况得到一定提升，心理上
也获得了满足。也有不少人，因为
盲目尝试不慎踩进了“伪养生”的

“坑”里。
“都说‘多吃红枣能补血’，结

果我真贫血的时候，吃了不少红
枣也没补上来。后来，医生建议我
补充铁剂，此外还可以适当多吃
一些动物内脏和红肉，配合补充
维生素 C。”对于一些食疗“健康
妙招”，市民马女士总结出了一些
自己的经验：“想养生，还是应该

多听一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如
果一种食物功效明显被夸大，
甚至‘包治百病’，那别犹豫，肯
定不能信。”

一些养生热门
需理性对待

对此，记者联系到沧州市
中心医院营养科主任田雪。
田雪表示，对于普通人来说，
均衡膳食、适量运动、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才是科学养生
之道。单一食物无法满足人
体对所有营养素的需求，长
期饮食单一对健康不利。对
于一些宣称有治疗作用的食
物，市民切勿把它当作药物
来使用。有相关疾病的患者，
要遵医嘱科学治疗。

医生提醒，对于一些网红
养生热门食疗“偏方”，市民应
仔细辨别、理性对待，不要随意
跟风使用，更不能一味依靠“食
疗”而擅自停药。如果确有养生
需求，可以先咨询专业人员，在
专业指导下选择适合自己的养
生方式。

“秋葵泡水”，是“健康妙招”还是“养生陷阱”
本报记者 刘冰祎 摄影报道

全屋智能有些烦
本报记者 孙亮 摄影报道

最近，秋葵有些“火”。有市民甚至以此“降糖”，结果反而给身体增加
了负担——

智能晾衣架出现故障智能晾衣架出现故障，，更换配件很麻烦更换配件很麻烦

一些市民用一些市民用““秋葵泡水秋葵泡水””的方法的方法““降糖降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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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整座城市见证永久的爱和幸福
结婚、订婚、添丁、生日、升学、乔迁、贺寿、金婚、银婚、家庭聚会等一切喜事，均可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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