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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轶珺

本报讯 空气污染让人谈“ 霾”

色变，如何防霾抗霾也成了人们的心

病。记者在昨天举行的绿色住宅研讨

会上获悉，一套具有杀菌、净化、新

风、节能等多重功能，针对PM2.5和尘

霾天的空气净化系统已经研发完成，

并已经运用到上海南翔的某一建筑

楼盘中。新系统效果显著，而且价格

也不高。

传统建筑的室内空气质量一般，

因为没有新风引入，对于室内家具等

散发出来的甲醛、苯等气态污染物无

能为力。当遇到尘霾天气，对于空气

中大量的污染颗粒物，更是毫无应对

方法。该楼盘引入了一套针对PM2.5

和尘霾天的空气净化系统，即应用了

“ 新风! 空气净化! 热回收”空气净

化节能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组合系

统，具有杀菌、净化、新风、节能等多

重功能。外观类似中央空调的进出风

口和热回收通道，分别位于房间的地

面和天花板。

首先系统对进入室内的空气进

行过滤，去除PM2.5颗粒，再将含有负

离子的新鲜空气，通过风管送到各

个房间，再通过每个房间的净化设

备进行二次过滤，去除残余颗粒和

家具衣服产生的甲醛、苯等气态污

染物。最后它的废热空气聚集在房

间上部，通过热回收装置排出室外。

同时，该系统还具有能量回收功能，

新风经过预冷或预热，可以降低空

调或采暖的能耗。这就好比每个房

间 都 摆 上 个 空 气 净 化 器 完 成 内 循

环，再通过中央集成系统与室外空

气形成交互的外循环。

据测算，1 套建筑面积1 1 3平方

米的建筑，在室外AQI指数在240时，

室内指数可以保持在1 0-20，PM2.5的

净化率接近65%。而且这样一项新技

术的成本耗费，也不是很高。建筑方

表示，前期投入每平方米要增加300

元左右，使用阶段每户每天用电3度

左右，考虑更换滤芯成本，每年花费

是2000元。

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副秘书长

王宝海说，“ 上海有一个比国家更高

要求的绿色建筑评价要求，评价要求

中对空气质量也有它的指标，但是针

对雾霾来说，这是一个新问题。防雾

霾建筑可以说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具

有创新性。”

青年报记者 顾卓敏

本报讯《 来自星星的你》百度

搜索指数突破280万；在各大视频网

站播放量超过1 0亿次；剧中女主角的

各种衣服饰品成为淘宝爆款，在售产

品数量突破6万；金秀贤的粉丝更是

在情人节当日，花费近20万刊登广告

表达对“ 教授”的喜爱之情。“ 我想申

请金泰希读过的首尔大学”“ 去高丽

大学读一年语言班感受一下”⋯⋯就

在韩剧数据爆表，风头正劲之时，青

年报记者从沪上一些留学中介机构

了解到，时下赴韩国留学市场不断升

温，而“ 韩流”正成为留韩队伍中不

可小觑的力量。为此，留学专家提醒，

留学韩国不能太盲目，“ 追星留学”

更不可取。

“ 李民镐、金载沅、李俊基⋯⋯真

的是太灵了，我爱死他们了！我要去

韩国学原汁原味的韩语。”1 988年出

生的郭小姐，步入职场也已有两三年

了，她告诉青年报记者，从高中时代

起她就超级喜欢韩国明星，为了追星

逃过周末的补习课，还花钱包车追过

星。“ 为了这个事没少挨爸妈打，高考

前甚至还被24小时监管过。”如今已

然是经济独立的郭小姐坦言，她周围

都是些“ 哈韩族”，一年中所有的出

游计划目的地都是韩国，但即便如此

大家心中还有一个韩国梦。

“ 这个‘ 星星’一来，又把我的韩

国梦勾起来了，我决定了辞职去韩国

留学，哪怕每天吃泡菜也要深入韩国

基层。”在郭小姐看来，现在像日语、

韩语这些小语种都比较吃香，而且上

海的韩资企业也不少，“ 我打算申请

高丽大学的语言班，回来应该有发展

的。”

据了解，时下有类似郭小姐这样

“ 追星留学” 想法的年轻人并不少

见。“ 尽管眼前还是留学淡季，但已有

五六名高三女生前来申请到韩国留

学，这些女生大都表现出对韩星的热

烈向往。”在一家位于徐家汇的出国

留学咨询服务公司，负责亚洲区业务

的陈女士表示，区别其他国家，韩国

大学要求相对简单，学生只需准备高

中或大学成绩单即可留学韩国。“ 留

学费用相对较低、语言可以零基础、

学生可以申请上名牌大学，这些从某

种程度上说，都为‘ 追星族’们提供

了便利。”

长期从事韩国留学咨询的业内

专家表示，早在2002年，《 冬季恋歌》

的热映就将韩国文化传播到了世界。

现 如 今 ，《 冬 季 恋 歌 》 的 拍 摄 场

地———南怡岛俨然成为旅游景点，

吸 引 来 自 世 界 各 国 的 游 客 来 此 参

观。“ 韩剧在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

留学也被间接带动起来。就过完年

到现在，至少有3个女生在申请韩国

学校时，就指定要到某个韩星毕业的

学校。”

面对可能被“ 星星”催热的留学

潮，留学专家普遍表示，仅从电视剧

等渠道上了解的有关韩国的信息，只

是“ 光鲜”的一面，赴韩留学，不能因

为追星而选择学校，学生一定要明确

自己发展方向，才能做到为自己的未

来负责。“ 当然，也不能一棍子打翻一

船人，近几年韩国留学人数呈现稳定

增长趋势，虽然不少学生对韩国明星

狂热，但在追星的同时，他们并非没

有长远的规划，只是认为‘ 人生很短，

要及时圆梦’。”

青年报记者 陈轶珺

本报讯 于今年1 月1 日起实施的

新版《 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有

了很多新变化，作为新修订的《 上海

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配套规范性文

件，《 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还首

次将“ 地铁车厢禁食”写入守则。新规

执行虽已有两个多月，可车厢内饮食

的现象并未在上海地铁完全绝迹。但

上海地铁方面也表示，可能是因为很

多乘客还对新规定不太熟悉，或者在

逐步接受的过程中，虽然未杜绝，但上

述现象比新规实施前已大大减少。

昨天早高峰期间，记者从行知路

站上车，走进了一列地铁7号线的车

厢。此时的列车几乎已达满负荷状

态，车内的乘客个个前胸贴后背，要

在车厢内找到一席之地已属不易，站

久了甚至连呼吸都有些困难，更谈何

拿出早点吃早饭。坐在座椅上的乘客

大多都在闭目养神，偶尔几个睁着眼

睛的，也是目不转睛地盯在手机屏幕

上，或玩游戏，或看电影。在肉贴肉的

列车内艰难穿行了四节车厢，依然没

有找到一位地铁“ 吃货”。

但一过早高峰，情况就没那么乐

观了。即使在已经有禁食提示语的4

号线车厢内，记者仍见到了个别不自

觉的“ 吃货”。饮料，水果，甚至瓜子

都有人在车厢内吃得津津有味。不过

也有个别乘客当听到“ 请自觉遵守乘

客守则，不得在车厢内饮食”这一语

音提醒后，很自觉地停了下来。这一

语音提醒在每次列车出站后都要播

放一次，对于在车厢内吃东西的行

为，多数乘客认为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位每天乘坐4号线上班的孔小姐告

诉记者，“ 现在车厢里很少闻到包子

味、蛋饼味了。”

4号线由于是环线，全程并没有

折返点。保洁工作都是在南浦大桥与

塘桥，这两站中间完成。列车保洁员

陈宝根说，他每天要在客流低谷时段

从4号线塘桥站上车开始打扫，以往

清扫完6节车厢约需6分钟，现在只要

3分钟就可以了，可乐瓶、豆奶杯子、

一次性食品盒、珍珠奶茶杯子、饮料

盒等“ 大垃圾”最近少了很多。个别

乘客吃完了也不像以前那样将垃圾

随手一扔。广播提醒的确蛮有效果。

4号线保洁项目经理韩凤君反映，

近一个月来，车厢内饮食情况总体上

有改观，乱扔东西明显减少，早高峰过

后车厢垃圾总数只有以前的1 /3，不过

中午过后，车厢垃圾相对较多，因为下

午三四点有幼儿园小朋友、中学学生

由家长带进来，大人生怕孩子中饭没

吃饱，就在车厢内吃点心。

上海地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选择4号线作为“ 车厢禁食”语音提

醒的试点，是因为4号线覆盖面广，和

大多数轨交线路都有换乘车站，宣传

效果会比较好。但车厢广播提示禁食

的措施刚开始试点，还需要一段时间

的效果体现，目前其他线路暂没有推

广的计划。今后会继续加强对“ 车厢

不得饮食”等相关文明乘车内容的宣

传，让其他线路也能出现一个良好的

车厢环境。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在浦东机场等候航班时

无聊怎么办？不妨体验一下精彩刺激

的4D动感电影！青年报记者昨日从上

海机场集团了解到，位于浦东机场2

号航站楼国际到达公共区域的乐动

4D动感电影体验厅经过数月紧张筹

备，已于日前正式开张迎客。

该4D动感电影体验厅共设8个座

位，播放的影片除具有3D影片的立体

效果，还增加了振动、喷雾、雪花、吹

风等特技效果，使观众不仅在视觉上

产生立体感，更在体感上获得身临其

境的感觉。而在内容方面，体验厅以

播放片长约1 0分钟的特效短片和微

电影为主，如城市过山车、冰雪探索、

空战系列等动感十足的影片。

据介绍，乐动4D动感体验厅已在

首都机场开设2家，为旅客提供了印

象深刻的观影体验。浦东机场以连锁

形式引进该体验厅，旨在进一步丰富

机场的文化娱乐设施，为旅客提供更

多样化的服务。机场方面表示，浦东

机场2号航站楼的体验厅是国内机场

第3家乐动门店，1 号航站楼今年也有

望开1 家。目前，体验厅正实行开业促

销活动，连看2场可享受优惠票价。

4号线早高峰垃圾量减2/3 禁食广播有效果

保洁工清扫车厢省了一半时间

浦东机场开出4D动感电影体验厅

韩剧带动赴韩留学热
专家提醒勿盲目

防雾霾建筑亮相上海

乘客在地铁上吃喝的现象总体减少了，但还是有不少。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