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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电视
开启国人奥运之旅

中国人对奥运的记忆从 !"#$年开始，
那一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转播奥运比赛。
当时电视的价格对一个家庭来说可不是个
小数目。据网友 %&'()回忆，他家当时购买
一台 !*英寸黑白电视机，首付 +,-元，以
后两年内每月还贷款 +-元，连本带利 ."-

元。即便如此，也不是家家户户都能买得起
电视，谁家里有电视每天都会吸引周围一
大片邻居前来“围观”，即使连声音都听不
清也看得津津有味。

就是这样一台“来之不易”的黑白电视
机将中国人带入奥运会这个拥有无限魅力
的体育盛会。虽然当时看不出中国运动员的
衣服是什么颜色，也看不到五星红旗的那抹
鲜红，但是许海峰为中国拿下的第一枚金
牌、“体操王子”李宁的三个冠军、中国女排
实现的“三连冠”却成为中国人奥运会记忆
中最经典的时刻之一，这些画面也将中国观
众的奥运热情点燃，接下来的每一届奥运会
都成为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饕餮盛宴。

彩电时代
记忆中的那抹中国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彩色电视机

出现在商场货架上，然而当时供不应求的
状况需要凭票才能买到。“电视机票”如同
现在春运的火车票一样“一票难求”，很多
人为了买一台彩电也不惜花高价去买“黄

牛票”，彩电成了当时中国人最大的“奢侈
品”。到了八十年代末，进入九十年代，中国
彩电的生产形成一定规模，彩电的普及率
也大大提高，绝大多数家庭尤其是城镇家
庭的黑白电视都被彩色电视所取代，并且
电视的最佳“伴侣”遥控器也随之而来。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是大多数中国观众
记忆中的第一届“彩色”奥运，当伏明霞最
后一跳锁定冠军，当邓亚萍最后一拍击败
对手，当五星红旗十六次冉冉升起，人们的
血液也跟着那一片红色涌动不息……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长虹、康佳、012

等电视企业进入大发展时期，外企品牌三
星电子也在这个时期进入中国市场，并且
在世界上首次推出了 ..英寸双画面电视，
+""#年又成功开发出纯平电视。

平板电视
“轻”松看奥运

电视的更新换代越来越快，/--+年三
星率先研发出世界上第一台 3-英寸 0405

216液晶电视；/--/年又推出轻薄的 7675

08等离子电视。/--.年后，海尔、创维等国
产品牌也陆续加入到平板电视的普及风潮
中。/--9年液晶电视的销量逐步提升，虽然
销量不到总体的 /-:，但是 1;0电视的销
量却跌破 <-:，并且液晶电视的销售额已
经达到 ,/:。伴随中国观众将近 /- 年的
“大盒子”渐渐地离开市场，被消费者请出
家门，大屏幕平板电视成为客厅中最亮丽
的“主角”。

/--<年奥运会来到自家门口，牵动无

数国人的心，成为中国观众奥运记忆里的
又一个经典。1108动用 =,辆高清转播车，
第一次实现了奥运会的高清转播。同时，
“买台高清电视看奥运”也成为了当时商家
促销的口号，电视厂商纷纷针对奥运推出
+-<->大屏幕、全高清电视，比如当时的东
芝 ?4系列、康佳 -#珍藏版，三星 @A-系列
液晶电视。中国观众的“高清奥运”就此拉
开帷幕，通过高清的画面，开幕式的宏大场
面、刘翔退赛时的痛苦与无奈、体操男团的
夺金时刻都成为观众们清晰的记忆。

3D加智能
奥运现场更“近”一步
北京奥运的记忆尚还清晰，伦敦奥运

马上又要来了，今年看奥运又有什么新花
样？1108 .6频道将 .6转播奥运会的开
幕式和部分重要比赛，这对于中国观众来
说，将又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虽然大家都有
过观看 .6电影的经历，但是看体育比赛还
真是头一遭。试想一下，超级球星的一记倒
挂金钩，足球快速飞出仿佛冲破屏幕朝你
飞来，跳水运动员落水时水花似乎溅出了
屏幕，那种刺激的感觉自然不言而喻。
除了 .6，今年的智能电视让看奥运不

再“单纯”，比如，觉得一个人看奥运很无
聊，智能电视的应用软件可以联系网上好
友一起讨论比赛，为中国健儿呐喊助威，
以三星 BCDEF 08 GB#--- 为例，通过其独
特的社交电视应用，将电视画面和微博或
人人网的窗口同时呈现，边看比赛，边发
微博发状态，熬夜看比赛，也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

智能电视在实现网络社交的同时，也
开启了人机互动的时代，多家厂商在今年
推出语音控制、手势识别的电视操控模式，
长虹的 1(E(语音电视让用户通过遥控器和
电视对话，查看天气预报，查找新闻，点播
电影都可以通过 1(E( 来进行；三星 BCDEF

08的语音控制不需要任何遥控器设备，只
需对着电视说出相应指令，开机、频道切
换、音量调节都能实现，如果要了解某个运
动员的资料，也只需说“你好，电视，全智能
搜索”，然后报出运动员姓名，再通过三星
独有的手势控制选择网络搜索，即可获得
丰富信息。

奥运和电视的关系密不可分，电视的
不断发展也不断更新着我们看奥运的感受
和体验，从黑白到彩色，从平板到 .6，电视
让奥运越来越好看，让竞技体育的魅力无
限扩大。即将到来的伦敦奥运会，势必将因
.6智能电视的到来成为人们记忆中的另
一个经典！ 明强

! ! 近年来，随着空调入户率的不断提高，
空调加氟在国内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
产业，各种加氟公司和空调维修站点应运
而生、比比皆是。然而，在市场繁荣的背后，
由于维修人员与消费者的信息严重不对
称，价格欺诈、以次充好、虚报故障等乱象
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目前，有关空调
加氟和收费因没有统一的标准规定，往往
是各自为阵，收费价格更是天地悬殊、混乱
不堪。对此，业内人士提醒广大消费者，家
用空调一般不需加氟，若需加氟也要谨防
空调维修店暗藏的“氟暴利”。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给空调加氟的队

伍大致可分为非正规军和正规军两类，服
务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没有任何手续的
街边维修小店或流动维修摊点，大家称之
为“游击队”，此类维修点没有登记注册、没
有资质；二是经过登记注册、有一定资质和
固定地点的各类维修店，俗称“杂牌军”；三
是厂家或卖场的特约维修店、售后服务部
或由生产厂家直接管理的品牌维修店，这
类维修店比较正规，维修质量好，售后有保
障。
近年来，由于到底按照什么来计算空

调加氟费用，国家并没有出台相关的标准
规定，目前在收费上基本是各自为阵，有按
空调功率进行收费的，也有按照加氟的压力和重
量进行收费的。而现在活跃在市场上的众多非正
规维修点（俗称“山寨”维修点），常常更愿意按气
压对加氟进行收费。其实，加氟人员所使用的压力
表也是有玄机的，如果想故意蒙骗不懂行的用户
十分简单，既可以把加氟前的压力调得很低，也能
把加氟后的压力调得偏高，这其中就有差价可赚。
因此，按空调功率收费对消费者来说更加透明，按
压力收费则容易钻空子、玩“猫腻”。
据专业人士介绍，家用空调一般情况下用不

着加氟。由于空调的氟在密闭的空间内气化液化，
只要不漏或不打开螺母放氟，一般情况下空调中
的氟是不会缺少的。当然，也存在漏氟的现象，但
是氟泄漏的速度，往往取决于安装工的技术水平
和空调管道的焊接质量等。在一般情况下，一台安
装合格的空调，至少在 A年之内不需要加氟，除非
在使用或者移机过程中发生制冷剂跑漏的现象。
实际上，使用年限并不是判断是否该加氟的标准，
有许多原因会导致空调制冷效果差，如机器故障、
室外机太脏、过滤网堵塞、散热不佳、门窗密封不
好等等。因此，空调制冷效果不好不一定是缺氟，
需要认真查找原因，对症解决。即使需要加氟，如
果在保修期范围内，各大知名品牌的空调都是免
费进行；况且，空调制冷剂的压力是随气温而变化
的，外界温度越高压力就越大，通常在 3HA至 @个
压力时空调都能正常工作，所以每台空调加氟一
般不应超过 A个压力。而在现实中，往往一些空调
维修人员并不愿意帮消费者查找空调出问题的真
实原因，而是将加氟作为他们维修最大的一个借
口，从而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故对消费者而言，
关键是要在空调出了毛病以后，选择正规的维修
站点，别被非正规维修人员所忽悠。
业界专家指出，消费者并不是家电专家，对空

调的各种技术不可能全面掌握，更不能准确判断
空调是否需要加氟以及要加多少氟，这里的关键
是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约束售后人员及维修人
员的行为，以及制定相应的收费标准。最近国家商
务部发布了《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根据该
《办法》，家电维修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不得“虚列、
夸大、伪造维修服务项目或内容”，不得“冒用家电
生产者商标或特约维修标识”，维修人员需要“持
证上岗”等。随着该《办法》自今年 <月 +日起施
行，将对进一步规范家电维修服务业市场经营秩
序，维护家电维修服务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广
大消费者也迫切呼吁，尽快制定有关空调加氟的
具体标准规范，并加强对非正规维修网点的整顿、
管理、肃清，还空调市场一片清凉。 刘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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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与电视
不得不说的故事

当人们还
沉醉在欧洲杯
的 精 彩 对 决
中，伦敦奥运
会也将拉开帷
幕，通过电视
转播观看奥运
会已经成为人
们四年一次的
习惯。电视一
向是奥运会的
“亲密伙伴”，
然而谁还能想
起第一次看电
视奥运转播是
在什么时候？
那时候的电视
机是什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