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会是暖冬吗？

多地气温较常年偏高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近

日表示， 刚刚过去的 11 月， 全国

平均气温创下 1961 年有完整气象

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 不少

公众有疑问， 这个冬天会是暖冬

吗？

事实上， 暖冬和冷冬并不是一

个“预测概念”， 而是一个事后

“认定概念”。 评估暖冬和冷冬需要

根据冬季三个月 （12 月至次年 2

月） 的平均气温来判定， 也就是说

只有等到冬季结束， 才能知道答

案。 比如 2023/2024 年冬季冷暖冬

的判定结果， 就是在今年 3 月 1 日

才公布的。

与此同时， 二者的判定还需要

遵循严格标准。 例如在全国气象台

站中， 如果单站冬季平均气温偏高

幅度超过本站暖冬阈值， 即可定义

为单站暖冬； 若全国一半以上的台

站出现暖冬， 则定义为全国暖冬。

专家表示， 即使某一年我国为

暖冬， 也会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不排除某些地区气温明显偏低。 同

时， 暖冬年份也可能有极端强寒潮

导致阶段性强降温。

（来源： 新华社）

史上最严年检
老车强制报废？

回应:有些早已实施

近日， 多个平台有自媒体发布

相关消息， 宣称“车检年限变化”

“年检越来越严格” “燃油车年检

增加 OBD 检测” “十年以上的老

车有可能会被强制报废” “燃油车

天塌了” 等， 相关视频引发了大量

的点赞和讨论。 但记者采访杭州市

车管所、 杭州第一检测站、 4S 店

等相关单位后发现， 有些所谓的

“新政” 其实早已实施， 另一些则

是不实消息。

杭州市车管所工作人员表示，

今年年检标准跟此前保持一致，并

没有“比以前更加严格”的说法。 此

外，车辆 OBD 检测早在 2019 年 11

月 1 日就正式实行了。 据了解，

OBD（车载自动诊断 ）系统是一套

安装在车辆和发动机上的计算机信

息系统， 对影响排放的故障具有诊

断、报警、储存和通讯的功能。 OBD

检测是通过数据采集传输仪器读取

车辆内 OBD 系统信息， 并检查车

辆各项功能是否正常有效运行，

2011 年 7 月 1 日后生产的轻型汽

油车都需要进行 OBD 检测。

同时， “OBD 检测三次不合

格就面临强制报废” 的说法也并不

可信。 2013 年 5 月 1 日起， 《机

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 开始施

行， 明确小、 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

等无使用年限限制， 但行驶里程达

到 60 万公里时， 国家将引导报废。

2025 年 3 月 1 日起， 《新能源汽

车运行安全性能检验规程》 将正式

实施。 但对于燃油车而言， 目前并

没有年检新规即将出台。

（来源： 互联网联合辟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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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潮来袭， “御寒神器” 羽绒制品再度登场， 但

一部分“假羽绒制品” 却在线上、 线下市场肆意泛滥。

近日， 部分网售低价羽绒服存在“以丝代绒” 造假等

情况。 连日来， 市场监管总局已对重点地区的重点问

题实行挂牌督办。 针对相关经营主体的违法行为， 地

方监管部门也已采取固定证据、 查封扣押、 立案查处

等措施， 加大执法力度。

  “售价 159 元的鹅绒服在直播

间一晚卖出 1.2 万件”， 现在市面

上有些羽绒服价格低得离谱， 能做

到真材实料吗？

根据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对全国

主要羽绒产区多家优质羽绒原料企

业报价的统计分析， 羽绒原料价格

今年以来大幅上涨。 以羽绒服国家

标准、 绒子含量 90%的白鸭绒为

例， 当前每千克价格约 510 元， 按

照一件成品羽绒服充绒量 200 克计

算， 不计生产损耗， 仅绒的成本就

需要 102 元。

目前， 羽绒服填充物仅有鹅绒

和鸭绒， 鹅绒的产量远低于鸭绒，

相同绒子含量的羽绒， 鹅绒价格通

常是鸭绒价格的 1.8 倍。 照此估

算， 159 元的鹅绒服， 可能连绒的

成本都不够。

作为羽绒服的主要原料， 羽绒

价格自今年以来一直在高位运行。

目前， 羽绒服产量下降， 总体单价

提升。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信息部主

任祝炜介绍， 从 2023 年底至 2024

年春季， 受寒潮天气影响， 羽绒服

销售超过预期， 生产加工企业补单

现象较多， 羽绒原料价格持续上

涨。 尤其是填充鹅绒的羽绒服比例

显著提升， 导致鹅绒需求猛增， 造

成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现象， 推动鹅

绒价格猛涨， 达历史新高。

从羽绒原料的成本价格看，

如果羽绒服售价过于低廉， 可能

用了伪劣填充料， 含有未消毒的

废旧羽毛或化学物质等， 容易引

发皮肤过敏、 呼吸道疾病， 存在

健康隐患， 消费者切勿因贪图便

宜而购买。

（综合央视财经等）

一百多元的羽绒服，可能连绒的成本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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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质检手续随便买

  直播间内， 促销价仅需几百元的

羽绒被， 被主播们吹得天花乱坠， 不

仅物美价廉、 保暖效果出类拔萃， 各

种检测报告也十分齐全。

当记者按照网络平台上的地址来

到江苏南通市， 见到了直播间的工作

人员后， 从他们口中得知， 直播间里

展示讲解的样品和发到消费者家中的

羽绒被压根不是同一种。 “直播间展

示的是好绒， 但真正发的是差的。”

工作人员透露， 他们采用“丝”

来填充到被子里以替代“绒”， 如此

一来， 成品从外观上几乎难以辨别差

异， 手感也极为相近， 这便是他们得

以控制成本的核心手段。

为了防止消费者发现“破绽”，

工作人员透露， 他们售卖的被子仅有

一格填充的是羽绒， 其他部分皆为

“丝”。 此外， 羽绒被上附带的各种吊

牌与标签， 诸如“一等品” “90%白

鹅绒” “蓬松度 1000+” 等宣传语，

也全是子虚乌有。 “这个标随便说

的， 我让他做啥标就做啥标。”

在江西省九江市红星羽绒电商

创业园， 记者发现， 这里儿童羽绒

服的价格非常便宜， 质量更是令人

担忧。 红星羽绒电商创业园里的羽

绒服装企业， 不仅使用“飞丝” 作

为填充物， 还有所谓的“吊包绒”

“手感绒”。

一些商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

们售卖的童装都是不达标的羽绒服

装， 成本低廉， 合格证、 质检报告都

是假的， 在市场里的辅料店就能买到

“通版” 的配套质检手续。 商家介绍，

他们的一款填充物为“飞丝” 的所谓

“羽绒服” 成本价不到 40 元， 两个月

内销售量高达 6 万多件。

南通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情况

通报， 针对相关经营主体羽绒产品

“以丝代绒”、 标签吊牌造假等违法行

为， 已联合属地公安部门进行现场检

查， 采取固定证据、 查封扣押、 立案

查处等执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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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子含量在 50%及以上才能

叫羽绒服， 低于 50%就不能叫羽绒

服。 绒子含量每增加 5%为一档，

最高 95%。 标签没有标注绒子含

量、 标注的绒子含量并非 5%的整

数倍， 或者超过 95%， 都不符合羽

绒服装国家标准要求。” 中国羽绒

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 国际羽绒羽

毛局副主席姚小蔓说。

2022 年 4 月起实施的新国标，

把旧标准的“含绒量”修改为“绒子

含量”，即羽绒羽毛中绒子所占的质

量百分比。新国标中，绒子含量指的

是一朵一朵绒朵的含量， 不包含绒

丝。绒丝也叫飞丝，是从绒子或毛片

根部脱落下来的单根绒丝， 保暖性

能相对绒子较差， 超标后容易造成

钻绒现象。 一个完整的绒子呈发散

性的球形状态， 这样的形态有利于

空气的储存，保暖性能更佳。标注绒

子含量能更直观表现羽绒品质高

低，同时也与国际市场接轨。

从部分消费者的投诉举报看，

有的商家以飞丝、 粉碎毛等混合物

代替羽绒。有的短斤少两，比如标注

绒子含量 90%，实际连 50%都不到；

有的恶意造假，用蓬松棉、聚酯纤维

等填充。 一些不法商家生产的假羽

绒服既不贴牌，也没有产品标签，不

投放市场， 等有经销商来取货时才

贴标，加工完立即运走。一旦遇到监

管部门检查，以未标注羽绒服、没有

上市销售等擦边球方式逃避监管。

以飞丝、粉碎毛等混合物代替羽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