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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衣食住行实用手册》汇集了与老百姓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各类信息，运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简单有
序的形式，介绍吃、穿、住、行等方方面面的生活知识，集科学性、实用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为一
体，让读者准确无误地找到处理问题的方法。
《衣食住行实用手册》由杨晓光、赵春媛编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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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男士怎样选择袜子 天然纤维含量在55％以上的袜子可有效避免异味的产生。
天然纤维包括棉、麻和桑蚕丝。
其中，以麻的性能最为优异。
麻具有天然的抗菌和抑菌功能，吸湿排汗的性能比棉和化纤都要优越，因此给人一种“干爽”和“凉
快”的感觉。
 含棉量在55％以上的男袜，是一种经济实惠的选择。
棉花是柔软而舒适的天然纤维，其吸湿性、透气性和舒适性适中，价格较麻质以及真丝便宜。
 真丝男袜的舒适性较高，但美中不足的是真丝不结实、不耐磨。
 男士在选择袜子时，应避免几个误区。
比如，一般人不选择化纤男袜，其实男袜中如果没有氨纶（莱卡）成分，袜子的弹性和保形性就不理
想。
更何况目前出现了一些新的化纤品种，吸湿和散湿效果甚至优于棉袜。
另外，目前市场上还存在许多功能性袜子，号称有多种疗效，对此，只能是商家姑妄言之，消费者姑
妄听之，一双袜子要对人体产生保健作用，实在是太难了。
 袜口太紧易引发疾病 有许多人为了防止袜子下滑，喜欢穿袜口稍紧一些的袜子，这种袜子会把脚踝
部都勒出红痕来。
可见，袜口过紧，对于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这是因为脚踝是脚部血液循环的重要关口，如果袜口松紧合适，静脉血液就能顺利通过脚踝流回心脏
，如果袜口太紧，就会导致本该流回心脏的静脉血液淤滞在脚踝附近，将使心脏负担加重，长久下去
甚至会引发高血压。
人们常常感觉脚发凉，可能也是袜口太紧的缘故，是由于动脉血液不能及时到达脚部，导致脚局部的
新陈代谢降低所造成的。
另外，袜口太紧，还会导致脚部皮肤角质层增厚，变得粗糙、干燥，日子久了就会诱发鸡眼、脚垫等
。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更要格外注意，因为中老年人常存在不同程度的高血脂和动脉硬化，袜口对脚踝
局部的压迫常常会导致血压增高，严重的甚至诱发心脏病。
糖尿病患者的下肢以及足部常存在不同程度的血液循环不良，袜口过紧无异于“雪上加霜”，容易诱
发或者加重糖尿病足。
 所以，在选择袜子时，除了注意袜子的质地、大小以外，更要看袜口的松紧是否合适。
已经买回来的袜子，如果袜口过紧，不妨借助蒸汽熨斗给袜口迅速“增肥”。
具体做法是：先用软尺量一下脚踝处的周长，然后找一块宽度适中的废弃硬纸盒，将袜口撑起，根据
袜子的质地，设置电熨斗的温度，在两面的袜口处轻轻各熨一下，这样原本过紧的袜口就能宽松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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