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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闻就能排查燃气泄漏
嗅探犬上岗3个多月，查出十多处地下漏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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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长三角消保委联
盟发布2024年“双11”消费维权
舆情分析报告。数据显示，消费
者反馈整体趋于正向。但报告也
指出，除了规则复杂、直播间套路
等老问题外，预售价反而贵、国家
补贴被商家“薅羊毛”、“先用后
付”消费陷阱等新问题，也给消费
者带来了不好的体验。

现代快报/现代+ 记者 徐梦云

大家对警犬、导盲犬、搜救犬
可能不陌生，但你听说过燃气嗅
探犬吗？近日，现代快报记者在
连云港观察了一只燃气嗅探犬的
工作全过程。整个小区近百根地
上立管，嗅探犬仅用一小时左右
就完成了检查。如果只靠检测
员，需要花两个小时。

通讯员 朱迅 范兰兰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晓宇 文/摄

检测员一根一根查管
道，嗅探犬只需闻一下

11月 20日上午，记者来到连
云港金鹰秋枫苑小区。这个小区
有15幢楼，有地上燃气立管近百
根，“这个小区我干完的话，得要
两个小时，不过今天有嗅探犬帮
忙，应该会很快。”连云港新奥燃
气有限公司检测员谢春志说道。

上午9时，一只身上戴着嗅探
工作犬标牌的比格犬，在驯犬员
孔德宜的带领下来到现场。

“‘奥利奥’，走了！”随着孔德
宜一声令下，2岁半大的比格犬投
入工作。它对小区内的管道、井
盖以及管道上阀门等进行挨个嗅
探。“狗的嗅觉敏感度是人类的
100万倍，检测仪都未必有它灵。

‘奥利奥’非常厉害，只要它回过
头检查或是在某处停留许久，这
里就一定有问题。”孔德宜介绍。

“奥利奥”在遇到疑似燃气泄
漏点时，会以兴奋的姿态将鼻子
放在该点位上，用前爪不停抓刨，
提醒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会立
即用仪器进行检测、标记并上报，
公司会及时派单对隐患进行处
理。

查了十多分钟，在走到其中一
幢楼的燃气管道前，“奥利奥”速
度明显加快，孔德宜被它拉着往
前跑。在管道周围转了几圈后，

“奥利奥”迅速爬上一根管道，在
其中的一个管道接口处不停地用
爪子抓来抓去，并扭头望向边上
的谢春志。谢春志立即拿出检测
仪，果然发现这个接口处有轻微
泄漏，但检测仪上的数值很小，

“这种问题不大，简单处理一下就
好了。”说话间，谢春志已将隐患
排除。

谢春志告诉记者，巡查这样
的小区管道，他需要一根一根查，
一个接口挨着一个接口过，而嗅
探犬只需要走边上闻一下。相比
之下，嗅探犬的速度确实要快很
多。上午 10 时许，工作全部完
成。

上岗 3个多月，排查
出地下管道泄漏10多处

在“上岗”前，嗅探犬经过了
专业的培训。孔德宜介绍，嗅探
犬一般从两三个月大就开始训
练，到两岁左右开始工作，一般6
到8岁是最佳工作年龄。

天然气在生产过程中添加了
THT气体，嗅探犬正是依靠捕捉
空气中的此种气体判定是否有燃
气泄漏。而以前依靠人工手持检
测仪排查，很可能存在误报情况。

“不久前，在某小区巡查时，‘奥利
奥’在一处地面停留了许久，用爪
子刨出一个坑，土壤里THT的气
味吸引了它。”连云港新奥燃气有
限公司检测组组长朱星旭说，公司
派人去检查，挖开后发现地下的一
根PE管道接口处有漏气。

尤其是在一些老旧小区的犄
角旮旯、灌木丛中等检测人员难
到达的角落，嗅探犬更是能够帮
助检测人员完成初步检测。

“燃气嗅探很消耗狗狗的体
力，一般一只狗持续工作20分钟
左右，我们就会换另一只。”孔德
宜说，除了“奥利奥”，这次跟着他
到连云港工作的还有一只叫“小
七”的拉布拉多犬。“奥利奥”是地
下管网的检测“专家”，“小七”则
专攻地上立管的排查。据了解，
外出检测时，两只燃气嗅探犬会
一起出动、轮流上岗。记者采访
当天，因为“小七”身体有些不适，
工作才由“奥利奥”独自完成。

连云港海拔较低，地下盐碱含
量较高，一些埋在地下的管道遭
受的腐蚀也比较严重，但仪器对
地下管道泄漏检测效果不理想，
嗅探犬的到来，给这项工作提供
了很大帮助。“有时候，我们只能
测出地下泄漏点大概的位置，但
嗅探犬很精准，它会对着泄漏点
正上方刨，只要对着它刨的点挖
开，就没问题。”自从今年8月份引
进嗅探犬帮助检测后，嗅探犬已
经成功发现了 10 多处地下泄漏
点，均已及时处置。

◀“奥利奥”在一个
墙角对地下管道
进行嗅探

长三角消保委联盟发布2024年“双11”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

先用后付“被”开通，误购风险增加

问题1
优惠机制太复杂，拉低

消费者购买欲

平台券、红包雨、商家券、满减
……花里胡哨的规则让消费者抱
怨“太复杂，看不懂，算不明白”。
此外，一些过于麻烦的支付规则也
是消费者吐槽的热点，如蹲守直播
间抢券、分批付定金等。舆论认
为，研究不透的规则正在拉低消费
者的购买兴趣。

■舆情案例
上海网友表示，她特意打开各

个电商平台的“规则”链接，在某平
台“双 11”活动消费者规则中，“每
满 300 减 50”“带有官方 XX 折或者
官方立减字样的商品享受优惠”

“带有‘直播买贵必赔’或金色‘买
贵必赔’标识的商品支持直播买贵
必赔服务”等众多规则已经让人头
大，“5000 多字的规则正文，还有超
链接！‘跨店满减优惠分摊’‘与其
他优惠叠加’……一通研究下来，
根本不知道什么商品便宜了”。

问题2
预售价比直接购买贵，

透支消费者信任

预售本应是商家为了提前锁
定消费者，给予消费者一定优惠的
促销方式。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有
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了“预售套
路”。一是故意提价。部分商家宣
传预售商品的价格为活动期间最
低价，但消费者付完尾款却发现商
品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尾款
人”变“韭菜人”。二是拒绝价保。
部分商家在预售时承诺商品全程
价保，预售结束后又通过发放优惠
券或补贴的形式变相降价，并以补
贴或优惠券不参加价保为由拒绝
价保。

■舆情案例
上海网友称，在购买某品牌洗

菜盆时遭遇涨价，预售时页面显示
实付总价 1372.34 元 ，然而在“双
11”期间直接购买时只需 1309.37
元，差价62.97元。

问题3
商家故意抬高价格，国

补被商家“薅羊毛”

今年，“双11”优惠活动叠加消
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为消费再
添一把“火”。舆论普遍表示，今年
的国家补贴“真香”。然而，在“换
新”消费中，也有一些新问题露头，
部分商家“乱操作”影响了补贴落
地后的实际体验。有消费者称，补
贴政策出台后，此前关注的商品突
然涨价，补贴后的价格与补贴前差
别不大，有的甚至更贵，部分商家
故意抬高价格，借机“薅羊毛”，有
消费者质疑“国补到底进了谁的口
袋”。此外，还有少部分消费者反
映存在获取补贴不顺畅、流程复杂
等问题。

■舆情案例
安徽网友反映，去某平台看了

下，产品都是先涨价再扣除国补，消
费者享受国补后的购买价跟国补政
策落地前的价格一样，标价8999 的
电器，说享受完国补以及本店“双
11”活动才 5000 多点，还好之前了
解过，不然就被“大优惠”蒙骗了。

问题4
莫名开通“先用后付”，

消费者误购风险增加

一些平台推出的“先用后付”
新“玩法”遭到消费者吐槽。有网
友发文称，一觉醒来爷爷先用后付
买了 54样东西，求助网友是否可
以退。

“先用后付”“0元下单”“免密

支付”等此类看似“零痛感”的下单
模式，容易诱导消费者盲目消费，
加剧消费者误购风险。先是莫名
其妙被开通“先用后付”，想要关闭
也很难，常常找不到关闭入口，操
作复杂。此外，还有消费者反映莫
名开通先用后付之后影响使用“双
11”凑单、满减、付尾款等功能。

■舆情案例
上海网友表示，“我本身比较

排斥这些，所以不主动申请，但在
支付时莫名其妙地默认选中了‘先
用后付’。”

问题5
直播间为引流把戏多，

消费者期待少些“算计”

各大直播间纷纷发放“定金红
包”。这个看起来是在送福利的活
动，却让不少网友深感被套路。消
费者花上大半天蹲守直播间，抢收
每隔一段时间才发放的红包。本
以为能靠红包的折扣“捡漏”，却发
现部分商品付完定金的尾款，比其
他店铺里直接购买的价格还贵。
加之因为抢到了大额定金红包，消
费者不忍定金红包的福利被浪费，
结果越买越多，导致盲目消费。有
消费者认为，所谓的定金红包，不
过是一些主播用来引流的工具。

■舆情案例
浙江网友称，今年“双 11”，有

些主播红包发得大，仔细一看都是
定金红包。就是你要买得多，预售
下单多，你才能用，定金不要钱。

针对今年“双11”消费维权舆
情，长三角消保委联盟建议，平台
应切实履行管理责任，维护市场秩
序；商家应提高合法经营能力，满
足消费者需求；相关部门应提高监
督力度，确保安心消费。

江苏省消保委供图

长三角地区“双11”消
费维权信息来源占比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