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科普2024年3月5日 星期二

融媒编辑：陈其欣07 YONGKANG DAILY

春季天气多变，衣服洗完后如果

遇上阴雨天，就只能放在阴凉处慢慢

阴干。阴干的衣服不仅潮乎乎地穿着

难受，更无奈的是，总有一股像是发霉

的臭味。那种臭味不可言喻，根本不

用凑近闻就迎面袭来，像什么东西馊

了，又像臭掉的烂酸菜，还有点像臭脚

丫子味⋯⋯

为什么阴干的衣服臭味浓？怎么

做才能除掉臭味？今天，我们就来详

细说说。

阴干的衣服
为什么会发臭

衣服长期处在潮湿状态下，就给

真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

速繁殖的基础。

这时，只要有一点“养料”，比如

残留在衣服上的皮脂皮屑，真菌、细

菌等微生物就能大量繁殖，从而产生

臭味。

很多人可能会疑问：衣服已经洗

过了，怎么还会有皮脂皮屑，难道是

没洗干净吗？

是的，我们每次洗衣服，即便已经

认真浸泡清洗了，即便洗涤了很长时

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依然

不可能完全去除衣服上的残留物，包

括皮脂和微生物。

有研究发现，各种微生物在纺织品

表面和缝隙等环境中粘附、生长和分泌

细胞外基质，形成生物膜。定期清洗虽

然能保持卫生，却不能去除已经形成生

物膜的微生物。而且，看起来再光滑平

整的纺织品，放大几百倍后，都是由一

定数量的纤维按照一定的织造工艺组

成的。越是纹理粗糙且扭曲的纤维，越

容易藏污纳垢，越容易洗不干净，越容

易有微生物和皮脂残留。

从不同衣服材质放大的表面结构

（见上图），我们就能明显看出，天然纤

维更不容易洗干净，比如羊毛、丝绸、

棉花。另外，一般来说天然纤维的吸

湿性比化纤纤维高，在一定湿度下，天

然纤维更容易给细菌提供一个合适的

潮湿环境。

即使是天然纤维，在平时干燥、有

太阳的日子里，衣服洗完只要及时晾

干，稍微残留一些微生物、皮脂也不会

有什么影响。但在潮湿的环境下，情

况就变得不一样了。湿润的环境+残

留的营养物“皮脂”+适宜的温度，简直

是各种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乐园。

它们吃喝不愁，大量繁殖，还产生不可

言喻的“臭”气。

尤其是一种叫“奥斯陆莫拉菌”的

细菌，和其他常见的细菌不同，它是一

种好氧菌，并且具有较好的耐干燥、耐

紫外特性。如果能时不时见到阳光，

像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类细

菌能被杀死，但奥斯陆莫拉菌却依然

能好好活着。等衣服好不容易终于阴

干了，织物的湿度降低，大多数细菌和

霉菌已经停止生长，但是奥斯陆莫拉

菌仍然能够活跃地蹦跶。

更无奈的是，这种细菌还能代谢

出很多令人不悦的物质，比如中级醇、

醛、酸等，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不饱和脂

肪酸，更是臭味的主要来源。这也是

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有难以名状的臭

味，并且久久难以散去。

两种方法
有效去除衣物臭味

如何能消除这种臭味呢？有两种

方法可靠且可行。

一、烘干。

高温烘干可以有效地杀灭细菌，

也能一定程度上杀灭真菌，同时烘干

还可以大幅缩短衣服变干的时间，能

有效去除因微生物导致的臭味。

二、洗衣时使用长效抑菌剂。

对洗衣服而言，杀菌固然重要，等

到衣服洗完之后，抑制细菌在很长时

间里难以繁殖更为重要。

常规的洗涤用品只具有去污渍的

能力，往往需要另配杀菌剂进行消毒

杀菌，但是并不能做到长期抑菌。

应对衣服阴干的臭味，也可以找

到专门的长效抑菌型洗涤剂，这样即

便衣服阴干，也不容易产生臭味。

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脚后跟干

燥、粗糙，尤其天冷时更严重，就像裹

了一层“砂纸”，穿脱袜子时常“勾住”

袜子的面料，甚至脚跟还会出现裂口。

很多人认为这是干燥引起的，其

实原因没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为什么脚后跟总是干裂
足部皲裂常见于足跟、足外缘等部

位，其中足跟最好发，多见于中老年人。

根据皲裂的深度，会有不同临床

表现。裂隙限于表皮时，表现为皮肤

干燥有龟裂，但没有出血、疼痛等症

状；当裂隙深达真皮浅层时，会出现轻

度刺痛；裂隙深达真皮中下部甚至皮

下组织时，常引起出血和较严重的触

痛或灼痛。

脚跟皲裂与足跟部皮肤的特征有

关。一方面，人的足跟部皮肤角质层

较厚，缺乏弹性；另一方面，皮脂腺分

泌的皮脂和汗腺分泌的汗液是滋养皮

肤的重要物质，足跟部位皮脂腺和汗

腺的数量本身较少，而皮脂腺的分泌

受雄激素调节，汗液在天气冷时分泌

明显减少，所以脚跟皲裂多见于老年

人，且冬季高发。

此外，双脚更易受到摩擦、牵拉等

外界刺激，这些都可能破坏皮肤完整

的结构，更易出现干燥、皲裂等一系列

足部皮肤问题。

脚后跟干裂可能是三种病
对于局部皮肤干燥引起的皲裂，

做好足部护理即可。如果发现保湿不

能缓解症状，可能存在病理原因。

一、足癣。

足癣是红色毛癣菌、石膏样毛癣

菌等真菌感染足部皮肤引起的皮肤

病。湿、补气，以达到减轻体重和改善

健康状况的目的。中医理论认为，通

过调整和改善体质，可以有效控制和

减轻肥胖。

具体表现：脚趾间的浸渍糜烂和

足底的红斑水泡鳞屑。一旦累及足

跟，则表现为局部皮肤增厚、粗糙，常

单侧发生或逐渐累及另一侧，冬季常

有皲裂、掉皮屑等症状，夏季真菌更易

繁殖，皮损会有扩大趋势。

治疗手段：目前，对于角化过度型

足癣，各国治疗指南均推荐口服抗真

菌药物联合外用药物的治疗方案。

临床上，部分患者因担心口服药

物的副作用而选择单纯外用药物治

疗，但足跟部位皮肤角质层较厚，外用

抗真菌药物渗透困难，大多存在疗效

差、治疗不彻底、易反复的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单纯外用药物治

疗时，应加入具有角质剥脱作用的水

杨酸、尿素等制剂，并采用封包治疗，

以促进药物吸收。

二、湿疹。

这是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

具体表现：角化过度型湿疹常发

生于手足掌及关节处，表现为局部皮

肤肥厚、粗糙，冬季时常发生皲裂。湿

疹常常对称发生，同时累及双足，反复

发展，瘙痒明显。

治疗手段：外用强效的糖皮质激

素为主，能够有效收缩毛细血管，减少

表皮角质形成细胞的增殖作用，从而

发挥治疗作用。

此外，还可辅以水杨酸、维 A 酸、

尿素等角质剥脱剂。瘙痒剧烈时，可

选择口服氯雷他定、左西替利嗪等抗

组胺药物缓解症状。

三、糖尿病足。

糖尿病患者的周围和自主神经常

常发生病变，导致远端血管硬化、血流

缓慢，从而引起局部循环障碍，导致患

者足部皮肤干燥、皲裂。

糖尿病患者抵抗力较差，足部皲裂

容易继发细菌感染，发生足部溃疡，严

重者甚至需要截肢。因此，糖友需要格

外重视，尽早采用治疗和预防措施。

每天三个步骤保养足部
生活中做好足部皮肤护理，首先

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建议每日温水泡脚 10-15

分钟，水温以40℃左右为宜，泡脚时可

加入适量白醋，起到软化角质层和杀菌

作用。避免使用硫磺皂、沐浴露等碱性

洗涤用品，减少对皮肤屏障的破坏。

第二，泡完脚后，可按摩足部以促

进血液循环，使用指甲锉或修脚器械

逐层磨去增厚的角质；避免使用剪刀

或者刀片，操作不当容易割伤皮肤，诱

发皮肤干燥。

第三，清理完成后可外用 15%尿

素软膏、0.05%维生素酸软膏和鱼肝油

等保湿防裂药膏，促进角质与水结合，

软化皮肤，减轻皮肤皲裂症状。

脚后跟总干裂 或感染真菌
三步教你如何保养

床头放这些
容易睡不好

当前，我国居民的睡眠障碍及其带

来的身心问题日益突出。调查显示，我

国约有4亿人受到睡眠问题困扰。

良好的睡眠不仅是健康的重要标

准，也是人体通过自身调整，恢复机能

和精力，抵御和化解疾病风险的重要

途径。

其实，生活中的很多小细节，都会

影响大家的睡眠。下面我们就来聊一

聊，哪些东西不宜放置在床头。

1.手机。

在现代生活中，手机已经成为人

们不可缺少、必须随身携带的重要物

品。由于人们如此依赖手机，心理学

家甚至引入了“手机在场效应”的概

念。但是，你知道吗？睡前长时间看

手机会直接影响睡眠质量。

一方面，睡前看手机时，手机屏幕

发出的光线尤其是其中的蓝光，会影

响人脑中褪黑素的分泌，而褪黑素是

启动睡眠过程的重要信使。

另一方面，人们如果在睡前浏览

短视频等比较容易让人兴奋的内容，

就会使大脑产生兴奋性物质，进一步

增加快速入睡的难度。

事实上，为获得良好的睡眠，大家

最好在睡前 1 小时减少或尽量不看手

机。同时，让手机远离床头，这应该成

为现代人的良好生活习惯之一。

2.电子加热驱蚊器。

近年来，很多无色无味的电子加

热驱蚊器已逐渐替代蚊香，成为人们

居家灭蚊的首选。

电 子 加 热 驱 蚊 器 主 要 是 通 过 加

热，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来达到驱蚊

效果。然而，有些驱蚊器释放出来的

化学物质，会影响人的呼吸系统，导致

鼻腔或肺部出现过敏反应，进而诱发

鼻塞、咳嗽等不适症状。这些都会对

睡眠质量产生影响。

由此可见，将正在运行的电子驱

蚊器置于床头，是非常不利于健康和

睡眠的。

3.绿色植物。

不少绿色植物都有净化空气的作

用，比如绿萝、龟背竹等。但是，绿色

植物在夜间会通过植物的呼吸作用，

将氧气转化为二氧化碳，从而降低房

间的氧气含量。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人们的睡眠质量。

不过，绿色植物在白天通过光合

作用产生的氧气量，要远远多于其消

耗的氧气量。总体来看，在家中摆放

绿色植物是值得推荐的，但不建议摆

在卧室床头。

4.小夜灯。

在很多家庭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

里，为了夜间起床方便，人们会在床头

或床周放置小夜灯。其实，这是非常

不可取的。

研究证明，夜间卧室内即使是非

常微弱的灯光，也会影响人体代谢水

平，引发内分泌代谢障碍，增加糖尿病

等代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此外，小

夜灯微弱的灯光还会影响睡眠质量，

使人容易觉醒，破坏睡眠结构。

5.香熏。

有些人认为香薰有助眠作用，喜

欢在睡前点上香薰。实际上，香薰是

否真正有助眠效果，目前尚无定论。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不同香薰产

品的成分差异很大。有些香薰的成分

非但不能起到助眠效果，反而有引发

呼吸道过敏等不良反应的可能。因

此，在不能明确香薰具体成分的情况

下，不建议睡前点香薰。

阴干的衣服为什么臭味浓
两种除臭方法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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