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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医生身穿
“白大褂”，干净而圣洁。但是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留意，当进入手术室后，手术
医生通常会换上绿色或者蓝色的手术服。医
生进手术室不穿“白大褂”，是因为白色的制
服容易脏？还是有什么其他特殊原因呢？
  弄清这个问题前，首先来了解一下医生为什么
要穿白色的制服？
  一般医院都会定期对工作人员的制服进行清洗、
消毒。而很多消毒剂有漂白作用，如果用其他颜色的
制服，在使用消毒剂时制服容易褪色而白色制服不会
褪色。此外，选择白色的制服让人在视觉上看起来比
较柔和，这样不容易刺激患者的神经。医院工作人员
身着“白大褂”，就是为了营造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
让患者们安心。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产科和儿科的护士一般穿
粉红色的制服。
  选择这种萌萌的颜色是为小朋友们考虑吗？事实
的确如此！粉红色从视觉上看起来很柔和，象征着温
暖、和谐。大多数小孩子都害怕打针，所以对白色制
服会产生恐惧和抵触心理。换成粉红色制服就会好
得多。
  回到正题，为什么医生在手术时不穿“白大
褂”？
  事实上，以前手术室的医务人员也穿白色的制
服，直到一位医生发现了白色制服的弊端。
  当医生把视线从红色的血液转去看白色的制服
时，会出现一下子看不清东西的状况。正如冬天外出
时，看到从积雪反射的阳光，也可能会一下子被
晃晕。
  可以想象，手术的大多数时间里，医生面对的都
是人体内部。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视野里是血红的一
片。人体内每个器官“红”得程度不一样，有的深，
有的浅。随着手术的推进，人的眼睛对于“红色”的
分辨能力会渐渐减弱，最终导致“过饱和”现象，他
们将会无法识别出人体各个部位之间红色的细微区
别。在这种视觉干扰下，医生很有可能出现失误。
  为什么手术服要用绿色或蓝色，而不是其他颜
色？因为绿色和蓝色是红色的相对色。绿色和蓝色的
作用就是帮助医生刷新视觉，让大脑不对红色脱敏。
其实要做到这一点非常简单，只要在手术的过程中时
不时看点绿色的东西就可以了。
  比起特意找一些绿色的东西放在手术室某处，把
“绿色”穿在彼此身上显然更加方便。所以，使用绿
色和蓝色作为制服，可以改善医生的视觉灵敏度，也
让他们能够看清不同色调的红色。这样可以帮助医生
专注分辨手术中人体的各种细微差别，降低操作中犯
错的可能性。
  还有，在手术的环境中，很容易沾到红色的血
迹。如果穿“白大褂”，血迹沾到制服上就会造成一
种血淋淋的视觉冲击。而穿绿色和蓝色的制服，即使
血迹沾到制服上也会变成黑色或褐色，从而起到视觉
调节的作用。
  当然，除了缓解视觉压力，穿蓝色或绿色的手术
服还有几大好处：绿色代表生机，医生穿着绿色手术
服能给人一种生命的希望。红色的血沾到绿色的布
上，看上去像是黑色的，不会有血淋淋的感觉。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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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秋雨一场寒”是古人通过长年累月的观
察得出的宝贵经验。这句话的意思是，进入秋天后
气温逐渐降低，一场秋雨冷过一场。通常在后面还
有一句话是“十场秋雨穿上棉”，几场秋雨过后就
可以穿冬装了。这种说法有什么科学依据呢？

  太阳辐射减弱

  夏至后，太阳直射点逐渐向南回归线南移，太
阳向北半球射出的光线不断倾斜。此时，太阳辐射
强度减弱，白昼时长减少。这不仅会使地面获得的
热量越来越少，也使地面自身辐射冷却加剧，逐步
向热量入不敷出的状态推进。

  纬度越高的地区，热量入不敷出的情况越明
显。在高纬度地区，冷空气堆积得越厚，爆发南下
的频次就越多，冷气团向南位移便成为必然，这是
造成“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最根本原因。

  冷空气南下引起降雨

  较冷空气向较暖空气方向输送，即空气从冷的
地区刮到暖的地区，称为冷平流，常引起较暖地区
的温度下降，是天气剧变的因素之一。

  进入秋季后，一股西伯利亚或蒙古地区的冷空
气，遇到南方的暖湿空气，冷暖气团交界面发生对
抗、交绥，就形成了降雨。在白天，云层遮蔽阳
光，并从高空降下“冷雨”，于是引起较为剧烈的
降温现象。

  辐射冷却加剧

  当白天形成降雨、引起降温后，到了夜间，随
着云的散去，降温的过程仍在持续。

  云层在影响温度方面的作用如同我们用来保暖
的被子。云层一方面能吸收地面向外的长波辐射，
另一方面将来自地面自身的辐射返还给地面，向地
面发射长波辐射——— 大气逆辐射。

  冷空气的到来会使得区域内空气变得干冷，气
层较稳定。当相关地域被来自北方的冷气团控制
后，夜间天气转晴，地面便失去了云层的覆盖，这
导致地面辐射散热不会受到阻挡，当然，也不再有
云层向地面的逆辐射。

  太阳直射点南移，使得地面获得的热量逐渐减
少，再加上地面自身辐射冷却的原因，地面上的温
度会越来越低。发生在夜间的这一悄无声息的降温
过程，往往使气温达到同期极端最低值。

  由此看来，下雨导致的降温只是一种表象。冷
平流加上地面的强烈辐射冷却，是使得人们感受到
近地层空气“一场秋雨一场寒”的主要原因。

  冷空气的频频南下

  暖空气和冷空气“交战”之后，往往会败下阵
来，向南方缓缓退去。而后，当地被冷气团控制，
天气放晴，气温下降。数日之后当西伯利亚或蒙古
地区又有新的冷空气南下，与日趋衰败的暖湿空气
再次在当地上空交汇时，又会形成新的降雨、降温
天气。

  冷空气活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来说，平
均5天-7天南下一次，十次秋雨差不多要两个多月时
间，十场秋雨之后可能要穿棉衣了。

  那么，夏天下了那么多场雨，为什么不会
致寒？

  夏季暖湿空气充沛，只要有微弱的冷空气就能
形成降水，甚至大多数时候的降雨并不需要冷空气
的参与。夏季的高温和强烈的太阳辐射促进了水汽
蒸发和大气对流，加上季风和热带气旋的影响，使
得夏季降雨较多。因此，如果不是冷空气南下引起
的降水，就不一定使气温降低。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