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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董纯蕾

新民随笔 AI冗余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近来
的持续高温天，令上海电网面临今
夏首轮高温大考。国网上海电力
昨天发布信息，已织就三重防线守
护上海“清凉生命线”，全力保障用
电需求。
第一重防线是迎峰度夏保供

电重中之重的上海主电网。来自
国网上海电力的信息显示，昨天，
随着110千伏崇明长江改造工程
的正式投运，上海电网今夏迎峰度
夏重点工程已全部竣工，累计新增
了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114公
里，变电容量达168万千伏安。
而在今年春季，上海已成功与

吉林、黑龙江、蒙东达成5月至12
月的绿电交易，成交电量达2.02亿
千瓦时，能进一步满足上海日益增
长的绿电消费需求。

如果将主电网比作主动脉，
那么第二重防线配电网就更像是
细密分布、连接终端的支脉和毛
细血管。迎峰度夏中，国网上海
电力始终致力于最小化停电范围
并缩短停电时长，同时辅以馈线
自动化为代表的先进技术应用，
增强上海配电网的自愈能力。
国网上海电力介绍，已构建了

“级差保护三级配合+集中式馈线
自动化自愈”的创新模式。今年5
月，随着“10千伏茅台597配电环
网”的馈线自动化（FA）系统正式
投运，上海中心城区配电网首次
实现自愈系统在配电“主干”和
“分支”网络间的双重覆盖，供电故
障恢复时间从“小时级”缩短至“分
钟级”。
预计到年底，全市将有约1000

条重要10千伏架空线路具备馈线
自动化自愈功能，可进一步提高整
体电网供电水平。
受地理位置影响，上海每年夏

季都会面临梅雨期和台风季的双
重考验，且频繁遭遇暴雨、雷电、
冰雹等短时强对流天气。为应对
防台防汛抢修需求，国网上海电
力构筑起全天候运行的第三重
防线：下辖11家供电公司供电
指挥中心，全部落实24小时网
格化服务机制，确保电力抢修服
务迅速响应。目前，全市已部署
61个供服中心、174个驻点、306
支抢修队伍，配备2800余名人
员、890余辆抢修车辆、64辆大型
发电车及240台应急发电机，全
天候待命，全力确保上海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

申城已持续多日“烧烤”模式。广大户外工作者顶着烈日，挥汗如
雨战高温，坚守工作岗位。图为昨天下午，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的水乡客厅创智引擎一期建设工地上，一位工人在小憩时大口喝

水降温 杨建正 摄影报道

宝山滨江毗邻居民区，是不少
网友甚至车友拍照打卡的网红胜
地，但个别车友的深夜“打卡”，却
令“打卡”变成了“打扰”。为遏制
“炸街”扰民，还周边居民安全与宁
静，宝山交警近期连续查获噪声超
标的中大排量普通二轮摩托车2
辆、非法改装的轿跑车1辆，查处
“炸街扰民”违法人员3人及非法
改装车主1人。

5月21日深夜，上海市公安局
宝山分局接群众举报称，吴淞口路
盘古路附近有多辆摩托车和电动
自行车反复游荡，“炸街”扰民。6
月9日晚，宝山交管支队机动大队
民警经过调查，在嘉定2处居民小
区内先后查获涉嫌噪声超标的外
牌二轮摩托车，以及车主汤某和胡
某。经环保部门检测，两人的中大
排量摩托车排气声浪均超过80分
贝，存在“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
示（噪声超标）”的违法行为。

汤、胡供认，两人在深夜下班
后，驾驶外牌二轮摩托车前往炮台
湾湿地公园及吴淞口路沿线所谓
的网红打卡点拍摄照片和视频。
调查中还发现，汤某尚未取得

摩托车驾驶证，存在“未取得驾驶
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故对
其处以行政拘留并罚款1500元；
胡某车辆号牌安装不正确，存在
“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
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及“驾驶机动
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
为，最终被合并处以罚款600元，
记5分的处罚。

6月17日凌晨，宝山分局再次
接到群众举报称，有改装车在宝山
云海路采江路附近“炸街”扰民。
接到报警后，宝山交管支队机动大
队当天上午在共康路某小区内查
获涉嫌非法改装的违法车辆和车
辆驾驶员傅某。傅某交代：前一
晚，他驾驶朋友擅自改装的机动车

至长滩采江路附近兜风的违法事
实。经联系并询问车主，车主吴某
对自己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
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违法行为
也供认不讳。
目前，宝山警方对傅某实施的

“驾驶拆除或损坏消声器、加装排
气管等擅自改装机动车”的违法行
为，处以罚款150元的处罚；对吴
某实施的“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
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违法行
为，处以罚款500元的处罚，并责
令恢复原状。

警方提醒

“炸街”行为存在多方面危

害，不仅制造噪声污染，还破坏公

共秩序。宝山警方也将继续对此

类交通违法保持高压严管态势，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还居民一片

安全宁静。

本报记者 郭剑烽

晚上睡觉，开风扇还是开空调?
夏天的流言也很“热”，让科普告诉你真相

三重防线保“清凉生命线”
上海电网应对今夏首轮高温大考

户外工作者顶烈日战高温

宝山警方严罚摩托车、轿跑车噪声超标

深夜“打卡”“炸街”扰民
热浪说来就来，难免心浮气躁。

最烦垃圾电话。不巧，这阵子垃圾

电话极多，啰唆起来花头经极透。

“您的快递即将于几时几分为您

派件……”日期和地点全无交代，更

不要提商品信息了。要猜盲盒的意

思吗？

“为了避免打扰您休息，您的快

递已于今天早晨7时35分送达家门

口，请问您收到了吗？您可以说‘已

收到’或‘还未去拿’，您请说……”

先斩后奏了，还要进一步坐实。

“需快递员上门派件，请按1；需

要放快递柜，请按2；需要放驿站，请

按3……”这不是收件信息里都有吗？

电话那头的AI耐心十足，但凡

这边不曾明确表态，它便会一遍遍

来电，非要获得你的首肯或答复不

可。有些时候，明明快递员已经在

电梯口抛物式投递了，AI电话还在

穷追不舍地请你回复，仿佛这是一

个不得不完成的KPI。

我对这些AI来电，最大的不舒

适感来源于逻辑，逻辑上的冗余。

仔细想想，这些流程本不必发生，也

无需存在。当你填写收件地址和备

注时，当你遇到问题给快递小哥打

电话沟通时，一切都已办妥。何苦

还要人工智能来一番程序化的明知

故问。人类用AI为生活赋能，用AI

促文明进步，决计不是要用AI来“复

活”繁文缛节，让简单问题复杂化。

不过是两三年的光景，生成式

AI大模型“席卷”全球，各类工作和

生活场景都未能“免俗”。有人担心

未来饭碗会被取代，有人期望少干

活多赚钱。果真如此吗？芝加哥大

学与哥本哈根大学两位经济学者对

记者、教师、客服和软件工程师等职

业2.5万名员工和7000家雇主的调

查数据，给出了一个现实又冷淡的答

案：AI帮你省下了时间，但你的时间

还是属于工作，大多数人只是把AI节

省下来的时间用在了别的工作上。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不必要的场景

大量使用AI，制造新的冗余，那真是

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了。AI的功能

千千万，“AI驱动冗余”千万使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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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梅后的申城，瞬间进入炙烤
模式。连带着新鲜出炉的科学流
言榜，也是热辣滚烫。睡觉时开风
扇会比空调更健康吗？夏天大量
上市的苦瓜，是“天然胰岛素”吗？
科普之路任重道远，一起来看6月
科学流言榜。

流言 阴天没有阳光的情况

下，就不用涂抹防晒霜了？

真相：紫外线是导致皮肤晒
伤、老化和黑色素沉积的主要原因
之一。根据波长不同，太阳光中的
紫外线可以分为 UVA、UVB和
UVC。其中 UVA波长最长，为
320—400纳米，能量较低，95%以
上能穿透大气层，可直达皮肤真皮
层，导致皮肤老化、晒黑，且作用具

有累积性。UVB波长中等，为
290—320纳米，但能量较高，大部
分会被臭氧层吸收，仅约10%能到
达地面，是导致皮肤晒伤和色素沉
着的主要原因。UVC波长最短，为
100—290纳米，几乎完全被臭氧
层吸收，无法到达地面。
即便在阴天，云层对紫外线的

遮挡也有限，尤其是UVA仍可穿
透云层，因此需要做好防晒。

流言 常有人说“多吃苦瓜，

效果胜过二甲双胍”，因为苦瓜是

“天然胰岛素”，平时多吃能降血糖？

真相：苦瓜是典型的低GI（血
糖生成指数）食物，是糖尿病人的
友好食材。苦瓜提取物对血糖调
节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现有临
床证据尚不足以支持能对人体产
生显著降糖效果。
另外，虽然一些研究表明，苦

瓜中含有的苦瓜苷和多肽，具有
类似胰岛素的作用，但实验中用
到的都是高浓度的提取物或苦
瓜粉胶囊，而日常饮食中的苦瓜
摄入量远达不到实验所用提取
物的浓度，降糖效果微乎其微。
不过，糖尿病患者可以将苦瓜作
为一种饮食上的辅助手段。苦瓜
中的膳食纤维、维生素C、矿物质
钾、叶酸含量都很丰富，膳食纤维
的含量为2.8克/100克，是黄瓜的
近3倍。
单纯依靠吃某一种食材降血

糖是不靠谱的，要在均衡饮食的基
础上遵医嘱服药，没有所谓的“天
然降糖食物”。

流言 炎炎夏日，整晚开着

空调睡觉可能会得“空调病”，所以

夜里吹风扇睡觉比开空调更健康？

真相：大家常说的“空调病”是

由不当使用空调造成的。当气温
过高，特别是超过人体正常适应环
境的时候，要及时果断开空调，尤
其是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等
更要及时开空调。

天气十分炎热时，风扇吹出
来的是热风，可能会影响睡眠深
度，降低睡眠质量。此外，风扇是
通过空气流动加快，借助水分蒸
发带走热量从而降低温度，可能
导致体液的丢失。如果不能及时
补水，血液黏稠度会升高，对于心
脑血管疾病患者，会增加疾病加
重的风险。

相比之下，开空调的房间里，
温度和湿度都是可以调节控制
的。专家建议，夏天白天将空调温
度设置在26℃，晚上可以设置在
28℃，既省电环保，体感也舒适。

开空调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 睡觉时可以将空调设定为

睡眠模式。睡眠模式会在睡眠期

间逐步调高温度，既能避免睡眠时

人体着凉感冒，又可节省电能。

■ 开空调制冷时，最好把空

调风向调为朝上。冷空气一般会

向下走，热空气向上走，这样利用

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会达到

均匀舒适的室温。

■ 有时碰到天气闷热难受，

要善用空调的“除湿”功能。这个

功能模式不仅可以让室内湿度降

下来，还省电。

■ 在空调的出风口前放盆

水，避免人长时间待在空调屋里，

口鼻、眼睛变得干涩、酸胀。

■ 每天早晚开窗通风半小时

以上，有助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补充氧气，排出二氧化碳和其他有

害物质。 本报记者 郜阳

一体化示范区流言榜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