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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寒法宝”有啥危害
交警介绍，不管是挡风被还是车把式

手套，都会限制手部，增加骑行阻力。穿戴
挡风被或车把式手套后，骑行者的手腕、手
臂，甚至是手肘处在用力时均会受到衣物
阻碍，影响操作的灵活性，降低了骑行者对
车辆的掌控能力。过宽的挡风被也会使风
阻变大，导致车辆稳定性变差。

此外，还会降低骑行者的自我保护能
力。挡风被和车把式手套将骑行者的手部
包裹住，遇到突发情况时，骑行者双手无法
及时伸出，很可能发生意外事故。

更严重的是，还容易夹挂或卷入车轮
导致事故发生。电动自行车挡风被一般比
较宽大，下半部分过长，极容易在骑行过程
中被卷入车轮内或被周边车辆拖拽，影响
自己和他人的行驶，造成事故。

“御寒法宝”不仅暗藏着许多安全隐
患，而且还是妥妥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自行
车、电动自行车等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得
超过 1.5米，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 0.15
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车轮，后端不得超出
车身 0.3米。电动自行车加装挡风被和车
把式手套显然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

掌握正确的“御寒姿势”
那么面对“冻人”的冷空气，我们应该

如何正确、安全地御寒呢？交警介绍，正确
的骑车御寒姿势只需 4步。

首先，佩戴安全头盔。佩戴安全头盔
不仅可以起到保暖作用，还能在危险来临
时保护骑行者的头部，守护出行安全。

第二步，佩戴短围巾。颈部保暖，骑行
者可以选择佩戴长度合适的围巾。切记不
可穿戴过长的围巾，否则极有可能在骑行
过程中被卷入车轮，从而导致骑行者被拖
拽下车受伤，甚至引发交通事故。

第三步，佩戴护膝。腿部可以选择佩
戴护膝保暖，护膝不会限制骑行者的骑行
动作，且万一发生碰撞或者摔倒，还能保护
骑行者的安全。

最 后 一 步 ，佩 戴 骑 车 专 用 的 分 指 手
套。相比于车把式手套，佩戴骑行专用的
分指保暖手套更加安全，挡风之余又不影
响骑行者操作。

需要提醒的是，电动自行车加装挡风
被和车把式手套不可取，御寒最直接、有效
的方法还是多穿衣物。无论何时，将安全
放在第一位。

（杨晶）
本版稿件均据《山西晚报》

【法律成本】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
定，酒驾、醉驾交通违法，均要付出
沉重的法律成本：

饮酒驾驶=暂扣 6 个月机动车
驾驶证+1000~2000 元罚款+一次记
满 12分。

再次饮酒驾驶=10日以下拘留+
1000~2000元罚款+吊销驾驶证。

饮酒和醉酒驾驶发生重大交通
事故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吊销
驾驶证+终身禁驾。

饮酒驾驶营运机动车=15 日拘
留+5000 元罚款+吊销驾驶证+5 年
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醉酒驾驶=约束至酒醒+吊销驾
驶证+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追究刑事责任。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约束至
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追究刑事
责任+10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重新取得驾驶证后不得驾
驶营运机动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33
条，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追逐竞
驶，情节恶劣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
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
时速行驶的；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
全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
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
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33
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
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
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 3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
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
的，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 7年以上有期
徒刑。

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
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
处罚，其中一条就是酒后、吸食毒品
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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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冷空气持续的
“魔法攻击”，不少骑电动

自行车的小伙伴，早已掏出
了“御寒法宝”——挡风被和

车把式手套。本以为穿戴上这些所谓
的御寒装备后，自己会感到加倍温暖，
殊不知危险指数也会直线飙升。近
日，交警部门提醒骑电动车出行的小
伙伴，御寒更要抵御危险。

最近，网上热传一条消息，“酒驾最新标准出台，2024年 3月 1日开始实施”，有些甚至称判定
酒驾、醉驾的标准更严了。不过，也有网友直呼对这个所谓的“新标准”看不懂，到底“新”在哪了？

近日，记者走访交警部门了解到，新规定是对酒驾检验的新标准，针对的是酒驾后期的检验检
测，而酒驾查处、认定的标准并没有改变。

引发网友热议的是，全国刑事技
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制定的《血
液、尿液中乙醇、甲醇、正丙醇、丙酮、
异 丙 醇 和 正 丁 醇 检 验 》（GB T
42430—2023）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标
准》）。该《标准》公开发布后，相关“酒
驾有了新标准”“酒驾醉驾标准更严格
了”等消息刷屏。近日不少自媒体甚
至是官方媒体也在纷纷转发“酒驾新

标准来了”等类似消息。
记者对该《标准》进行总结梳理，

新检验标准以血液中乙醇的含量检验
为例：饮酒驾驶为 0.20mgml，驾驶员血
液中乙醇含量大于或等于 0.80mgml属
于 醉 驾 。 检 验 线 性 范 围 为
0.1mgml—3mgml。

新标准最明显的变化是加入了气
相色谱—质谱的检测方法，丰富了检

测手段，可以适用于更广阔的场景。
在检测方法的细化上，新标准明

确了“双柱系统”的刚性要求，可避免
因不同化合物在一种性质的色谱柱上
可能呈现相同的保留时间而导致的结
果误判；检出限的浓度有所提高，由
0.01mgml 变更为 0.05mgml，对于检测
是否含有酒精的标准适当放宽，但是
酒驾和醉驾的标准没变；降低了实验
难度，但是对于结果的质量控制有了
更高的要求。

酒驾醉驾有了新标准？

这 一《标 准》公 开 发 布
后，全网都在热议“酒驾有了
新标准”。不过，记者在采访
交管部门时获悉，酒驾醉驾
判定标准并没有改变，网传
的 新 标 准 是 针 对 检 验 环 节
的。

目前，酒驾醉驾执行的
判定标准沿用的是 2011 年 1
月 14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共同发布《车辆驾驶人员血
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
验》（GB 19522—2010）中的
规定。

该标准中明确饮酒后驾
驶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
的 酒 精 含 量 大 于 或 者 等 于
20mg /100ml， 小 于 80mg/

100ml的驾驶行为，醉酒后驾
驶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
的 酒 精 含 量 大 于 或 者 等 于
80mg/100ml的驾驶行为。目
前，对于酒驾醉酒依然使用
这样的标准，并不存在“新标
准”降低或提高饮酒后驾驶
的判定标准。

2023 年 12 月 8 日，全国
刑事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也对外发布解释称，《标准》
规定了血液、尿液中乙醇、甲
醇、正丙醇、丙酮、异丙醇和
正丁醇的检验方法，是实验
室定性和定量分析评价及质
量 控 制 的 依 据 ，不 涉 及“ 酒
驾”“醉驾”的判定阈值。也
就是说，该《标准》并不影响
现在交警在执法过程中对酒
驾、醉驾的判定。

判定标准没改变

酒驾醉驾成本有多高？

虽然判定标准没有改变，但是酒驾醉驾成本同样没变。记者通过采
访梳理，为大家整理酒驾醉驾成本。

【经济成本】

首先，保险不赔。根据相关车险条款，
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保险车辆损
失，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驾驶人员饮酒、吸
食或注射毒品、被药物麻醉后使用保险车
辆。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 2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
偿：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驾
驶人酒后车祸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交强
险保险公司对受害人人身权益的损失承担
赔偿责任后，有权向你追偿。这都需要你自
己和家人承担，因为你的酒驾行为，造成家
庭也跟着受牵连，得不偿失！

其次，还可能面临巨额赔偿。酒驾发生
交通事故，将加重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造
成一人死亡的，要承担对死者家属的相关赔
偿。

【职场成本】

国企职工被判拘役或者缓刑，都会被追
究刑事责任，用人单位可以按照劳动合同法
第 39条（六）项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