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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聚焦

腥臭味持续不散
源头众说纷纭

据网友和热心市民反映，异
味最先发生在14号线与2号线
的换乘通道里，而后又扩散至14
号线站台。在换乘通道的上下
坡段的台阶处异味最为明显，有
网友反映有一股“海鲜腐烂”的
腥味，有两块地垫“巨臭”，“路过
都想吐”，并且从“五一”节后一
直持续至今近两周的时间。

也有网友表示自己给上海
轨道交通的公众号留言，但情况
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对于
异味的源头，一时间网络上也是
众说纷纭，有的猜测是“死老鼠”
等动物尸体腐臭味，也有人猜测
是“厕所坏了”或是“下水管道漏
水”散发出的气味。

青年报记者在5月21日下
班高峰时来到14号线静安寺站

实地体验。
地铁14号线静安寺站的下

层站台并无明显异味，但从下层
坐扶梯来到上层站台时便有明
显的异味传来，而在14号线换
乘2号线的通道入口处异味尤其
明显，伴随着出口处的风向传来
一阵阵刺鼻的气味，与网友口中
的“腥臭味”和“海鲜腐烂味”相
似。

而在换乘的乘客中有一些
用手或袖子捂住口鼻加快脚步
通过，更有年轻人边走边互相吐
槽“要戴上防毒面具”。

运营公司尚在排查中
或是结构渗水导致
记者在现场随机采访了一

些路人，有的路人表示“确实有
一股酸味，不知道是不是厕所的
味道”，有经常通勤的上班族表
示，“现在比之前好一些，之前戴

着口罩也能感到味道很大，有一
股腥味，大概持续了有一两个礼
拜”。有来上海旅游的一家三口
表示“刚刚闻到一股像橡胶的腥
臭味”。

随后，记者又从 14 号线站
台工作人员处了解到，这股“怪
味”是他们最近遇上的一个难
题，“好像是机房渗水，叫了维修
人员来修，但是‘怪味’一直没有
改善”。2号线站台的工作人员
联系了站长表示“已经找了维修
人员处置”。由此可见，异味的
确已经影响到了市民的正常生
活，但目前异味的源头并不清
楚，有待相关部门的核查和维
修。

昨日，申通地铁的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初步排查是地铁站
结构渗水导致的异味，运营公司
还在排查中，还需要再进一步确
认和处置。

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

本报讯 5月22日，上海又迎
来了一天不是黄梅胜似黄梅的
天气。湿度太大不仅会让墙体
发霉、衣物难干，还影响饮食安
全，除湿机也派上了用场。上海
市消保委测评了20款除湿机，发
现标称除湿量相同的产品实测
值差异较大。

市消保委通过天猫、京东、
抖音、小红书等电商平台共购买
了20款除湿机，其中11款标称
日除湿量为12L/日，9款标称日
除湿量为20L/日，涵盖了美的、格
力、海尔、海信、苏泊尔、松下等
知名品牌。12L/日的除湿机价
格从399元至1799元不等，20L/
日的除湿机价格从799元至3799
元不等。

测试人员参照国家强制性
标准GB4706.32-2012《家用和类

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热泵、空调器
和除湿机的特殊要求》、GB/T
19411-2003《除湿机》等标准，
对除湿机的安全性、除湿性能、
干衣性能、舒适性等指标进行测
试。

安全性方面，测试对 20 款
样品的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
护、输入功率和电流、结构、接
地措施等指标进行测试，发现
19 款样品均符合标准要求，仅
1 款样品的输入功率和电流超
出标准限值。

除湿量作为消费者最关
注的指标，该数值越大代表除
湿能力越强。目前市面上主
流商品有 12L/日和 20L/日两种
规格。

测试结果显示，20款样品除湿
量差异明显，同样标称12L/日除湿
量的11款样品中，除湿量实测值
最大为0.306kg/h，最小仅0.216kg/

h，前者比后者高出41.7%；在标称
20L/日除湿量的9款样品中，除
湿量实测值最大为0.522kg/h，最
小仅 0.39kg/h，前者比后者高出
33.8%。

湿度控制精准度是指除湿
机设定湿度与实际湿度之间的
偏差。检测发现，3款样品湿度
控制无偏差，控制精准；2款样品
湿度控制偏差超过±5%。偏差
较大可能会出现实际湿度高于
设定湿度，就提前停机，或者实
际湿度低于设定湿度还未停机
的情况。

干衣速率、出风量是评价干
衣性能的重要指标，干衣速率是
每小时从织物中去除的水量，而
出风量则直接影响干燥区域的
覆盖范围。通常，干衣速率越
高，出风量越大，除湿机的干衣
性能越好。

测试发现11款标称12L/日

除湿量的样品平均干衣速率为
93g/h，9款标称20L/日除湿量的
样品平均干衣速率达到 104g/
h。其中，表现最优异的机型仅
需 0.5小时就能将棉毛巾的含水
量从 70%降至 10%以下，表现最
差的机型则需1.5小时，前者效
率是后者的3倍。

出风量方面，除湿量12L/日
的样品平均值为113m3/h，20L/日
的样品则达到176m3/h。各样品
中最大出风量为210m3/h，最小仅
为 93m3/h，前者比后者高出约
1.26倍。

此外，除湿机噪声水平直接
决定使用舒适性，“安静不影响
睡眠”是消费者普遍的诉求。结
果发现，4款样品运行较为安静，
噪音低于45dB；3款样品静音效
果一般，噪音高于52dB。另外发
现，干衣效果较好的样品通常噪
声较大。

相亲据点背后
暗藏“甜蜜陷阱”

本报讯 记者 陈泳均 男子
网恋奔现想通过出手大方留个
好印象，殊不知陷入的竟是“甜
蜜圈套”，迅速花光了一个月生
活费后被“网恋女友”拉黑。近
日，上海宝山警方在“砺剑2025”
春季战役中，成功捣毁一个作案
仅5天的酒托诈骗团伙，抓获犯
罪嫌疑人8名，涉案金额逾10万
元。

4月16日，25岁的张先生来
到杨行派出所报警称，怀疑自己
遭遇了诈骗。据张先生介绍，自
己独自来沪工作，由于亲友都在
老家，社交圈相对有限，因此想
到了通过网络寻找女友，直到通
过网络认识了S女士，两人十分
投缘，相约在S女士来沪出差时
见面。

两人相约在某小桥边“浪漫
约会”，并在S女士的提议下进入
了附近的一家酒吧消费，短短1
个多小时竟然花去了3688元，但
在酒醒之后发现自己竟然与“网
恋女友”失联。接警后，民警遂
凭借报警人张先生提供的线索
展开调查。

民警发现，经常进出酒吧
的“相亲女”共有3人，约会对象
更换频繁。随着调查深入，民
警还发现这家酒吧的客人并不
多，三名女性几乎不会同时出
现在店内，但每次都落座同一
个卡座。经查，普通消费者进
入酒吧也拿不到带有“星座鸡
尾酒”的特殊菜单，会有专门的
服务员接待。

在基本掌握相关嫌疑人作
案特征后，杨行派出所民警于4
月21日在涉案酒吧及相关人员
落脚点展开集中收网，查获账
本、勾兑酒水工具等关键证据，
此时距离该团伙在沪首次作案
仅过去5天。

到案后，8名犯罪嫌疑人对
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除
了 3 名女性，还有 1 名酒吧老
板、2 人负责线上运营、1 人负
责接待“客人”、1人负责望风，
平时都通过手机在一个“海鲜
批发群”保持联系。他们一般
选取独自在沪工作、出差的年
轻男子作为“目标鱼”，并用手
机尾号给“鱼”标注，实施线下
见面之前还需要经过主案犯王
某的审核。

据主案犯王某交代，该团伙
人员为了赚快钱，专门组团来沪
并挑选小酒吧进行合作洽谈，最
终以500元一天的租金与宝山区
某小酒吧老板达成了合作，租下
该酒吧的一张卡座实施诈骗。3
名“相亲女”均为团伙成员的妻
子，她们在社交平台大量注册社
交账号，由运营人员在线上“撒
网找鱼”，在短暂的感情铺垫后
实施“线下杀鱼”。

目前，8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
嫌诈骗罪被宝山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近日，14号线静安
寺站的“怪味”在网上引
发了讨论，有人形容是
一股“臭咸鱼味”“厕所
味”“海鲜馊了的味道”
并表示这个异味已经持
续了近一两周不散，经
常在14号线通勤的上班
族和附近的地铁工作人
员更是深受困扰，有年
轻人表示每天路过闻到
味道都想吐，异味很大
自己不得不提前一站下
车。究竟在上海静安寺
这样关键的交通枢纽上
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怪
味？有关部门如何回
应，后续应当如何解
决？青年报记者来到地
铁站就此情况展开了调
查。

青年报记者 郭颖
实习生 徐冰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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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捂住口鼻 有人提前下车
14号线静安寺站“怪味”持续多日 初步排查系结构渗水导致

上海梅雨季临近，市消保委测评20款除湿机

除湿量最大相差超40%，干衣效率可差3倍

14号线静安寺站与2号线换乘通道处行人捂住口鼻。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