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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筒自洁功能的原理是什么？

张心明：滚筒洗衣机“筒自洁”功能的

原理是热杀菌，当洗衣机高速转动时，通过

高水温的水流清洗夹层或者筒壁上的污

垢，达到自清洁的目的。波轮洗衣机的原

理是水流和筒壁碰撞，当水流高速运转时，

通过内筒旋转产生的风，对洗衣机内壁进

行干燥处理，从而确保洗衣机内壁保持干

净状态。

二、筒自洁真的能做好清洁吗？

张心明：洗衣机筒自洁功能是有用的，

它主要有以下几个好处。

清除残留物：筒自洁可以有效清除

洗衣筒内残留物，减少细菌、霉菌的滋生

环境。

消除异味：长时间使用洗衣机后，洗衣

筒内容易积累湿气、残留物，产生异味，筒

自洁功能可以消除异味。

保护衣物：定期使用筒自洁功能，可以

避免洗衣物时残留物的二次污染，保护衣

物干净卫生。

延长使用寿命：通过定期清洁洗衣机

内筒，能够有效保护洗衣机内部零件，避免

因堵塞、腐蚀等问题影响其使用寿命和洗

涤效果。

三、没有筒自洁功能的洗衣机，

该如何做日常清洗？

王磊：洗衣机没有筒自洁功能时，也能

做好清洁。具体步骤如下。

加入清洁剂；

执行正常洗涤程序；

待洗涤剂全部溶解后，暂停或关闭洗

涤程序；

浸泡至少1个小时；

再次开启全套洗涤程序，待程序完成

后，用抹布清理下内筒残留的污渍即可。

如有必要，不放洗涤剂，再执行一次洗涤

程序。

四、洗衣机清洁正确方法：

王磊：滚筒洗衣机可以使用漂白剂、双

氧水等溶剂进行清洁，具体方法如下。

使用漂白剂清洁时，洗衣机里先放

入半桶清水，然后兑入300—400毫升左

右漂白剂，慢慢地发起泡沫，当内筒的污

垢快速去除后，再放一次水，彻底清洗滚

筒内壁；

使用双氧水浸泡清洁时，把洗衣水位

调至最大，兑入200毫升左右的双氧水，放

入适量的洗衣粉，让洗衣机正常搅拌，起泡

后停止，浸泡3小时左右后排出污水；

使用专业的清洗剂清洁时，先找个大

桶，加入半桶清水，同时均匀搅拌倒入洗衣

机中，再正常启动洗衣机，搅拌20分钟后，

排出污水；

使用米醋、小苏打清洁时，用200毫升

米醋浸湿毛巾，将毛巾丢进洗衣机内甩干，

随后静置1小时，让米醋软化污垢，同时，

把溶解后的小苏打倒入滚筒中，开启洗衣

机转5分钟，再浸泡2小时，放掉污水即可。

波轮式洗衣机用外部维护、清洗剂等

方法进行清洁。

选择外部维护时，可以用螺丝刀将波

轮取下后，用少量专用清洗剂溶解在温水

中，刷洗波轮背面和内筒下部即可；选择使

用清洗剂时，可将40摄氏度—60摄氏度温

水倒入筒内，加入清洗剂，选择单洗涤模式

进行清洗，洗涤后，可将筒内水浸泡4小时

以上，待片状黑色污垢排出后，再选择强力

洗，完成洗涤即可。

洗衣机筒自洁功能，真的有用吗
本报记者 景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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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机是每个家庭的必备电器，随着科技产品不断开发，全自动洗衣机有了

一项新功能——筒自洁。定期进行洗衣机清洁，可有效祛除细菌、泥沙水垢等残

留，有利于衣物卫生。但是，筒自洁功能真的能做好自清洁吗？没有筒自洁功能

的洗衣机，该如何做日常清洗？本期求证，记者请专家进行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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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

业生态研究所保护性耕作技术科研

人员来说，他们的春天，是和东北大

地备耕节奏同频共振的。近日，中国

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敖曼所在的科研团队来

到松原市前郭县查干湖镇图那噶村

大宝地保护性耕作高标准示范基地，

举办单产提升型全程机械化保护性

耕作技术演示会。

现场，十几台专用农机一字排

开，在敖曼的指挥下，这些“庞然大

物”依次发动，所过之处，土壤翻动，

秸秆归行，种肥播撒……各环节在机

械之力下变得高效而有序。

百余位技术推广人员、合作社负

责人、种粮大户从四面八方赶来，现

场观摩学习。每一台农机开过去后，

大家就立刻围拢上去看作业后的田

地。“专家说用这个技术不仅省时省

力，产量也能提高不少。”大家热情高

涨，议论纷纷。

最初，保护性耕作并没有现在这

么受欢迎，甚至受过冷遇。科研团队

逐渐意识到，只有兼顾“保护”与“增

产”，才能让技术推得开、留得住，并

从政府引导转变为农户自发推广。

十余年来，科研团队依托农机创

新，不断推动保护性耕作技术进步，

进行了高留茬免耕、宽窄行秸秆覆盖

免耕、秸秆覆盖垄作少耕等一系列技

术探索。

2018年，团队提出秸秆覆盖还田

条带耕作技术，将传统耕作和保护性

耕作优势相结合，解决了苗期低温大

小苗、增产效果不稳定等问题，多年

多点示范，增产效果显著，示范田平

均增产10%以上；

2020年，团队在条带耕作技术基

础上，又提出了条耕滴灌水肥一体化

技术，该技术将土壤保墒、粮食增产

与高效节水等优势相结合，为我省西

部地区水资源及光热资源高效利用

提供新方案。

经过数次革新，保护性耕作技术

增产成效愈发显著。这次技术演示

会上，敖曼重点讲解的正是近年来研

发的两种新技术。

现场，记者遇到了农业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高伟，他是专程从乾安

县赶来学习的。

“去年，我们引进了条耕滴灌水

肥一体化技术，在小范围进行了试验

种植，测产结果显示，应用新技术的

地块增产20%。这次和专家当面请教

后，我了解得更全面、信心更足了，计

划三年内在我们服务的地块上全部推行这项新技术。”高伟说。

现场演示活动结束后，又举办了单产提升型全程机械化保护

性耕作技术培训班。由东北地理所、前郭县政府承办，得到农业农

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吉林省农业机械化管理

中心等单位支持。在多方共同参与下，本次活动“干货”满满。

东北地理所关义新研究员介绍了单产提升型保护性耕作暨高产

增效保护性耕作综合技术，吉林省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等部门相关

负责人及双辽、前郭、汪清推广人员分别介绍了保护性耕作技术示范

推广情况，多个市县的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分享交流了实践

经验。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副站长徐振兴强调，保护性耕作

技术要以高效、简单、实用的农机为支撑，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之路，才能得到持续推广应用。

对于这样“实地观摩＋理论阐述”的培训“套餐”，前郭县农机

服务中心主任毛海军赞不绝口：“一系列保护性耕作新技术、新经

验，就像打开了黑土地健康高产的密码。”

多年来，前郭县推动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不断提升，土壤质量

明显改善，粮食产量稳定增长。2010年以来，全县累计实施保护性

耕作1050万亩，实现适宜区域全覆盖。

本次培训期间，东北地理所与前郭县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旨

在共同推进百万亩高标准保护性耕作技术示范区及应用基地建

设，将保护性耕作技术、遥感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节水灌溉技术

等新型农机、农技、农艺技术集成叠加，形成支撑县域黑土保育、产

能提升的耕作栽培技术体系。

从现场演示到培训班，敖曼的身影穿梭在人群中，有问必答。

多年来，为了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她和团队成员们马不停蹄地奔

走在各个县(市)，举办了一场又一场宣讲、演示、培训活动，不厌其

烦地重复着各项技术要点。

目前，我省梨树、榆树、双辽、长岭、舒兰等不同生态类型区都

已建立起高产增效保护性耕作综合技术示范点。“我深切地感受到

大家对保护性耕作技术有需求、有期待，这也是我们研发创新的动

力。”敖曼说，“接下来，我们将在技术的集成化、系统化、简易化、精

准化上继续发力，同时加大示范推广力度，增加示范点，进一步完

善政府部门、专家团队、农机生产企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等各方

力量共同参与的示范推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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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高校毕业生留吉就业创业

本报讯（记者李开宇）日前，吉林省服务“四新设施”建设高校

高质量发展联盟成立大会在吉林建筑大学举行。

本联盟是在吉林省教育厅倡导下，由吉林建筑大学发起，并联

合13所省内高校共同组建成立。旨在进一步将同类高校办学特

色与就业发展方向相结合，打破就业信息壁垒，为省内高校毕业生

提供更多留吉就业机会。联盟坚持“资源共享、协同创新、发展共

赢”的理念，不断加强成员单位间在就业服务、科研创新、协同育

人、数据融通等方面的合作，致力于推进“四新设施”建设与高等教

育深度融合，统筹行业人才管理应用，实现共同发展，促进省内高

校学生高质量留吉就业创业。

“银发法官”进校讲法

本报讯（陈旭）为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高未成年人法治

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营造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近日，梅河口市

人民法院离退休党支部组织退休法官到梅河口市育秀小学,为学

生们送上法治“大礼包”。

退休法官们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针对校园欺凌和自身防范等方面，结合实际审判案例，告诫同

学们远离违法犯罪，提高防范意识，在面对校园欺凌时要勇敢地说

“不”。欺凌他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希望同学们学会用法

律武器保护自己，做信仰法律、崇尚公平正义的新时代法治少年。

本次活动发挥“银发法官”优势，以实际行动关心、支持、参

与法治校园，增强了学生们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了对校

园欺凌的防范能力，为建设

平安校园提供了有力的法治

保障。

原料：黑豆30克，桑寄生和枸杞子各15

克，桂圆肉5-8粒，去核红枣6枚，鸡蛋2-3

个，生姜5片，红糖适量。

功效：中医认为“血虚生风”，血虚之人往

往出现手脚冰冷、头晕眼花、心悸心慌、白头

发多、月经量少、产后脱发等血虚症状，还伴

有头痛怕风、皮肤瘙痒等问题，而在春天冷暖

无常的天气里以上各种不适尤其明显。

对此，中医提出“治风先治血”，通过黑豆

养血乌发，桑寄生养肝血祛风湿，枸杞子、桂

圆肉、红枣养血安神，各物相配而达到养血祛

风的效果，尤其适合具有上述症状的人群食

用，对于有美颜需求的女士也是不错的选择。

具体做法：
1.黑豆温水浸泡30分钟后，捞起连同桑

寄生、枸杞子、桂圆肉、红枣一起放入锅内，加

水煮30分钟。

2.加入鸡蛋、生姜再煮约15分钟。将鸡

蛋取出，剥掉鸡蛋壳，再把鸡蛋放入煮15分

钟，加红糖调味即可。

适宜人群：手脚冰冷、头晕眼花、肾虚腰

痛、耳聋、遗尿、心悸心慌、白头发多、月经量

少、产后脱发等血虚症状还伴有头痛怕风、

皮肤瘙痒等问题的人群，以及有美颜需求的

女士。

注意事项：因枸杞、桂圆、红枣均为温补

类食物，长期食用易产生内热，所以湿热体

质的人士请勿过量食用。

温馨提示：本期药膳由长春中医药大学

附属第三临床医院治未病中心提供，其功效

解释权归该院所有。该院治未病中心主任

杨东雨提醒，服用药膳因人而异，请谨遵医

嘱使用。

黑豆养肝茶

舌尖上的本草

开栏语

中国药膳源远流长，历
代医家对食疗都极为重视。
药膳是在中医辨证配膳理论
指导下，由药物、食物和调料
三者精制而成的一种既有药
物功效，又有食品美味，用以
防病治病、强身益寿的特殊
食品。本报从今天起，联合
省内各大中医院推出《舌尖
上的本草》专栏，持续推出适
合大众服用的养生药膳方，
以飨读者。

本报讯（记者张添怡）近日，由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办的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

会血管脉络病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一届一次学术会

议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举行。

会议产生了血管脉络病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

员、副主任委员和常务委员。国医大师南征当选顾问，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王健当选名誉主任委

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刘扬扬

当选主任委员。

血管脉络病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将充分发挥中西

医结合优势，在破解微血管病变难题的基础上，进一步

发挥中医治未病理念，为系统干预血管病变形成突破

口，加强全省血管脉络病治疗的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

从而助推该领域的持续发展。

在专家学术讲座环节，长春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刘

铁军、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教授贾秋颖、吉林大学第

一医院教授庞博、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教授张旭东

分别作了题为《大热附子 回阳救逆 散寒止痛的附子类

方》《疾病传遍规律及经治方治疗初探》《浅谈冠状动脉及

介入治疗》《颈动脉狭窄的治疗策略》的学术报告。

血管脉络病专业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毕雪）近日，浙大妇院吉林医院推出

预住院24小时手术服务模式，这是一种新外科诊疗模

式，不仅可缩短住院时间，降低住院费用，还省去了家

属长时间陪护的烦恼。

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手术模式适合患有子宫

内膜息肉、黏膜下子宫肌瘤、宫腔粘连、纵膈子宫等不

复杂的疾病，且身体条件好，无明显心、肺、精神类等疾

病的患者。

与传统手术不同，该手术模式患者在入院前即可完

成基本的术前检查及麻醉评估，然后预约手术时间，当日

住院、当日手术，24小时内即可出院，且该服务模式中，术

前检查、治疗和手术费用均被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实现时

间、费用“双省”，进一步减轻患者的经济压力。

据悉，该手术模式只有“一日”，但患者享受到的是

“全方位”服务，在术后24小时、72小时、1周，均有医院

专人随访，保障患者安康。

缩短住院时间 降低住院费用

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广大幼儿师生的消防安全意
识和自防自救能力，日前，四平市伊通消防救援大队依托消防科
普教育基地，大力开展消防科普宣传活动。伊通县城南满族幼儿
园70余名小朋友走进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体验各类消防设施，共同探秘“消防之旅”。 孙阳 摄

近日，德惠市人
民法院普法小分队
走进德惠市第六小
学，开展普法活动。
他们围绕《教育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 防 未 成 年 人 犯
罪法》等相关法律，
向学生们讲解了校
园欺凌、聚众斗殴等
违法犯罪行为给个
人、家庭和社会带来
的危害，让同学们进
一步认识了解青少
年违法犯罪的危害，
分 辨 是 与 非 、善 与
恶，培养学生的法治
意识。 王欣婷 摄

为切实增强学校师生节能减排、低碳环保意识，最近，国网长
春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公主岭市胜利小学，开展“绿色环
保，从我做起”活动，面对面向师生讲解家庭生活用电节能常识和
节约用电好习惯。 王勇 车星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