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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时功能

节约日光
中国属中低纬度国

家，虽跨经度很大却只
遵循单一的北京时间，
所以夏令时只从 1986
年到 1991 年实施了短
短几年，便因出现各种
弊端而废除。因此对于
中国人来说，“夏令时”
是个有点遥远的话题。

不过，随着国际商
务的增多与国际旅行的
兴盛，对于夏令时的了
解对中国人来说也非常
重要，也需要知道如何
利用手表来辅助调时，
毕竟谁都不想莫名错过
了重要的商务会议，又
或是在旅行结束时让回
国的机票打了水漂。 让人尴尬的夏令时

每年 3 月和 10 月最后一个
星期日的前后两天，欧洲都会
出现此类混乱现象：有人按点
上班却迟到了一小时；有人悠
悠然到达机场却发现飞机已经
飞走；有人对着手表调时间却
越闹越糊涂……这就是令人爱
恨交织的“夏令时”效应。

话说“夏令时”其实是按国
家法令，在夏季及其前后实施

的法定时间，对于北半球来说，
即是在每年的3月末至10月末将
人们的作息时间表提前一小时。

落实到生活中，高纬度地区
的人到了夏季要过着拥有超过
17 小时的白昼生活，当地时间
凌晨 3、4 点天已大亮，晚上 9 点
多还不见天黑，如果不来一个
较为科学合理的作息时间着实
令人困顿，因此，每到夏季，欧
洲、北亚以及北美地区就开始
强制实施统一的“夏令时间”

（南半球国家相反，夏令时为 9
月末到次年 4 月初），保证人们
能够早睡早起，充分利用光照
资源，同时还能够避免由于天
不黑而使夜间娱乐无限延长，
从而有效节约照明用电——因
后一种便利，夏令时的全称则
为 DST （Daylight Saving
Time），翻译过来便是“日光节
约时制”。

然而每个国家所处经度不
同，故而每年各国宣布转换时

令的日期与时间点都不一样，
同时根据日光的具体照射情
况，同一国家每年宣布转换时
令的日期与时间点也不一样，
文章开头所述混乱由此而来。
相比已经习惯“稍微不适”的高
纬度国家人民，不习惯调换时
令的“低纬度人群”来到高纬度
国家每年都要在这几天“被搞
到精神错乱”。

（下转D11版）

▲格拉苏蒂Grande Cosmopolite
Tourbillon：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佩戴者可
在世界37个时区中的任意两个时区，清
楚知道家乡日与夜的时间和路程时间，
亦能准确把握夏令时制和标准时间，以
便向东方顺时前进或向西方逆时返回。

▼卡地亚 Calibre de Cartier
多时区腕表：中心下方表盘的太阳
和月亮符号昼夜指针，指示出发地时
间；主指针指示目的地时间，实现多
时区功能。具夏冬令时转换功能。

▲西铁城 超级空中之鹰：拥有接收
全球多局电波的功能，无论在哪里，只要
选择所在时区代表城市名称,手表即可
自动接收当地标准时间电波信号并校对
时间；26个世界城市和UTC时间显示，
可即刻切换到选中城市的当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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