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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台风

来袭！请收好这份安全防范指南》）

为了避免洗衣机变成“脏衣机”，

日常使用要注意以下几点。

1.定期清洁。建议每个月清洁一

次洗衣机，在换季或洗衣频繁的季节，

适当增加频次。每年可以拆机清理一

次，从根本上洗刷掉这些脏东西。

现在市场上有专门的洗衣机清

洁剂，还有些洗衣机自带清洁功能，

可根据说明书操作。洗衣机里的过

滤网也容易滋生细菌，每次清洁时最

好把过滤网和过滤盒拆下来清洗一

下。

2.避免消毒液和洗涤剂同时用。
消毒液中的成分会跟洗涤剂相互作

用，对皮肤有害。

正确做法是，先用消毒液浸泡待

洗衣物，漂洗过后，再用洗涤剂按照

正常步骤洗涤。注意选择洗衣机专

用洗涤剂，不要选择酸碱性较强的洗

涤剂，以免减少洗衣机使用寿命。

3.保证放置平稳。洗衣机放置在

不平坦、不坚固的地方，或碰触到其

他物品，不但会发出噪音，还会发生

位移甚至损坏，影响工作效率和使用

寿命。

如果噪音较大，可用双手按住洗

衣机对角线上的两个角来检查洗衣

机底脚，调节平衡。洗衣服时，也要

注意衣物放置适量、均匀，避免机身

晃动，清洗不净。

4.把握好力度、时间。很多人认

为洗衣力度越大，清洁效能就越好，

习惯将转速提至最高。其实，洗衣力

度太大反而会破坏衣物纤维，使用适

当的转速就足够去除污垢了。

同样，洗涤衣物的时间过长，不

等于一定能去除顽固的污渍，反而伤

衣物。可先浸泡衣物，再用清洁剂洗

局部污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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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洗衣机的正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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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机能清洗衣物，但其自身也

常常藏污纳垢。一项北京家用全自动

洗衣机的微生物污染状况调查发现，

洗衣机洗涤水样中存在17种细菌。

上海市疾控中心曾抽查了128台

使用半年以上的洗衣机，结果显示，

洗衣机洗涤桶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

为 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 81.3%，

总 大 肠 菌 群 检 出 率 高 达 100% ，有

54.7%的洗衣机同时含有以上三种菌

类。

那么，洗衣机是怎么变脏的？洗

衣机洗涤筒和外筒之间有间隙，内筒

壁有许多进出水的小孔。洗涤时，绒

毛、碎屑等污渍，会通过小孔附着在夹

层及排水系统部件中。日积月累加上

环境潮湿，细菌在此处滋生较快。

另外，洗衣机进水管处常年有

水，细菌和霉菌会在潮湿的管壁上大

量生长，也容易通过水流进入洗衣

机，污染内环境。

除此之外，很多人取出洗完的衣

服，顺手就关上了洗衣机盖子，甚至

用布罩罩上，这么做很容易让洗衣机

变成“细菌窝”。

每次使用后，洗衣机内筒都会有

少量的积水，盖上盖子后，不利于洗

衣机里水分蒸发，再加上罩子，更容

易滋生细菌。

因此，洗完衣服后要马上晾晒，

及时排空洗衣机中的水，顶部开门的

波轮洗衣机可用干抹布将里面的水

擦干，侧开门的滚筒洗衣机还要把镶

嵌在门口垫圈中的水擦干。

每次用完洗衣机，建议打开盖子

通风 30 分钟至 1 小时，干燥后再盖

上，炎热潮湿的季节要延长通风时

间。进水管和排水管也要及时清洗

和去除残留污水。

洗衣机用完不要马上关盖

洗衣机不干净可能引发疾病

洗衣机一旦滋生了细菌霉菌，不

仅洗不干净衣服，还会增加某些疾病

的患病风险。

1.皮肤过敏。衣服洗涤剂中的游

离物、衣物上的灰尘等易残留在洗衣

机夹层中，形成水垢和污渍，成为细

菌的温床。

细菌残留在衣物上，会引发皮肤

瘙痒或过敏现象，免疫力低下的小

孩、老人尤其要当心。

2.霉菌性疾病。霉菌也是重要的

过敏原，能形成网状的菌丝体，产生

大量孢子。霉菌孢子体积小，在空气

中容易飞散，有些人会出现眼睛、皮

肤发红发痒、鼻塞、咳嗽等情况。

除了皮肤病，还会诱发呼吸系统

疾病，如咳嗽、哮喘、过敏性肺炎、鼻

炎、霉菌性肺炎等。

3.股癣、脚气。洗衣机水的温度

一般在20摄氏度左右，很适宜真菌繁

殖，加之洗衣粉里有蛋白酶，洗衣机

便非常有利于真菌生长。

比如感染红色毛癣菌会导致股

癣、脚气。类似的还有白色念珠菌，

属于条件致病菌，在身体免疫功能下

降或局部菌群失调等特定的情况下

会致病，造成霉菌性阴道炎。

要说使用频率最高的家用电器，洗衣机一定榜上有名。但如果使用或者保养不当，洗衣机
会成为“细菌培养皿”，一些不明原因的皮肤过敏、咳嗽、鼻炎都可能和它有关。

接下来，本文将告诉你会使洗衣机变脏的不良习惯，并教你保养洗衣机的正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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