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 / 索 / 发 / 现 / 前 / 沿 / 求 / 知

2022年1月28日 星期五

A 1 4- 1 5

主编：任志方 责编：于梅君 美编：马秀霞 组版：刘淼

人类早已冲出地球，向外
探寻广袤的宇宙，但我们却甚
少向内审视自身“星球”的主
宰——— 大脑。

知乎上有个很火的问题：
有哪些细思极恐的事？有个高
赞回答耐人寻味：“大脑是你
最重要的器官，而这是大脑告
诉你的。”

可以说，对我们而言，大
脑就是那个“最熟悉的陌生
人”。下面这些关于大脑的最
新研究成果，你知道多少？

你躺平了，大脑还在20倍“速学”
关于大脑的这些新研究成果，是不是颠覆了你的认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于梅君

人类大脑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计
算机”，如何绘制由大脑神经元、突触和
其他细胞组成的密集连接图，进而厘清
它们是如何形成思想、情感、记忆、行为
和意识的，是科学家长久以来的梦想。

通过对大脑皮层进行成像和重
建，谷歌新近发布了一份迄今为止最大
的“人脑地图”：H01人脑成像数据集，该
数据集包括覆盖大约一立方毫米的皮质
组织，带有数万个神经元、1 . 3亿个突
触……这是有史以来最全面、最强大
的人类大脑“地图”。

大脑皮层是脊椎动物大脑的薄
表层，在大多数高级认知中起着关键
作用，如思考、记忆、计划、感知、语言
和注意力。大脑有860亿个神经元，而
突触是神经网络的“桥梁”。因为有了
突触，才能把神经元上的电信号传递到
下一个神经元。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
又通过几十种神经递质传递信息。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教授毕国
强认为，“最强大脑地图”问世，具有
里程碑式意义，虽然1立方毫米还不
到人脑体积的百万分之一，但对其中
几万个细胞和上亿个突触连接的解
析，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大脑皮层
的基本构成。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
进一步发现神经微环路的工作方式，
甚至脑疾病的微观结构基础。长远来
看，这些工作有可能对神经生物学及
神经计算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1 . 3亿突触、数万神经元，史上最强“人脑地图”问世11

休息时，大脑会以20倍速度回放新学技能22
“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莫把自

己总是弄得那样紧张……”《我多想
唱》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学习还是
工作，劳逸结合很重要，这一点也得
到了科学证实。

一项新研究发现，在清醒的休息状
态，大脑活动能以20倍的速度“回放”刚
刚学过的动作。也就是说，当学习一项新
技能时，如果在练习时间内频繁插入休
息时间，记忆巩固和表现就会得到改善。

“我们的研究首次证明，人类清
醒时，会对刚学过的技能进行神经回放，
这对早期学习至关重要。”研究者介绍，
这种现象称为间隔效应，已在多种任务
中得到证明。清醒时的记忆巩固发生在
几秒钟到几分钟内，其巩固幅度大约是
睡眠后记忆巩固的4倍。

为验证这一想法，研究人员使用
了一种被称为脑磁图(MEG)的大脑
成像技术。30名受试者在键盘上尽可
能快速、准确地反复输入“41324”，每
次实验时长10秒，重复36次，两次实验之
间休息10秒。数据显示，受试者的大脑在
静息态(即清醒的放松状态)发生了按键
序列的神经重放。神经重放仅持续了50
毫秒，速度却达到实际动作的20倍。

与训练前或训练后的休息时间相
比，在两次练习之间的休息时间，神经重
放的频率大约要高出三倍。此外，与前11
次实验相比，在最后11次实验之间的休
息时间，神经重放的频率更高，此时受试
者学习速度更快。了解这一特征，有助于
优化治疗方案或确定更好的脑刺激策
略，改善中风等脑损伤后的康复效果。

刚过30岁，就说自己老了？人家
大脑可并不承认——— 英国科学家指
出，人的大脑达到成人状态，要到我
们30多岁时。欧洲一项脑研究表明，
人直到90岁高龄时，健康大脑内仍有
新神经元在持续发育。如此看来，我
们的身体真是拖了大脑的后腿。

英国剑桥大学神经科学家研究
认为，大脑有自己的发育时间表，这是
一个缓慢、循序渐进的过程，最终达到
成人状态，差不多要到人们30多岁。

18岁时人的大脑仍在经历巨大
变化，20岁之后也很容易受精神障碍

的影响，这个问题到了30岁左右才会
得到解决。没有成熟的大脑，也意味
着对自己情绪的控制力、与他人交往沟
通的能力都有待完善。因此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也可以称为“没有成人”。

与大脑晚熟相对，其“衰老期”也
来得很晚。最新研究指出：直到90岁
高龄时，健康人脑内仍会有新的神经
元持续发育。而在阿尔兹海默病患者
的脑内，新神经元的形成明显减少。
研究者指出，我们对大脑发育过程的
全新认知，很可能对未来脑研究和社
会产生重大影响。

你才30岁就喊老？大脑90岁还在发育33
中国有句老话：“女大三，抱金砖。”如果

女方比男方大3岁，预示着婚后生活幸福美
满。虽然这只是民间俚语，但一项新研究却用
科学数据告诉了人们“3岁”的奥秘。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采用正
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ET)，对200余名20
至80岁志愿者的大脑进行了扫描。结果显示，
从代谢水平看，女性大脑比同龄男性大脑年轻3
岁左右，且这种差异在20多岁时就已开始显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副教
授李军认为，这项研究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
什么同龄异性之间，会存在认知、理解能力方面
的偏差。也许正是因为女性大脑更年轻，所以

如果婚姻中女方比男方年长一些，双方的大
脑成熟度可能更相近。

大脑不仅在新陈代谢方面存在性别差
异，在脑结构方面也男女有别。研究显示，男
性大脑比女性大10%，女性大脑虽小，却拥有
更多神经细胞和神经连接，能够比男性大脑
更有效地工作。女性的情感处理能力更强，男
性则拥有更出色的逻辑思维能力。女性的脑
回比例更大，这一大脑区域与女性化特征有
关。可以说，两性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就是大脑
的差异。“以往的研究表明，男性右脑更发达，
而女性更擅长使用左脑。这些差异也在人的
行为、认知上得到了体现。”李军表示。

“女大三，抱金砖”，这句老话真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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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给大脑拍摄的相关照片。 腺苷浓度在睡眠觉醒周期中存在显著变化。

44 睡与醒有“开关”？藏在大脑的“瞌睡虫”找到了

大脑睡眠与觉醒之间调控的“开关”被找
到了。陆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胡志安教授
课题组的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丘脑室旁核是
觉醒维持的关键脑区。

胡志安表示，丘脑室旁核损害，可能是
嗜睡、昏迷等意识障碍疾病发生的潜在因素。
如果人的丘脑室旁核过度兴奋就会失眠，过度
抑制则会觉醒不良。在特殊情况下，也可通过一
定手段，延长或缩短觉醒时长，提高或降低觉醒

水平，让人能真正把控自己的“睡与醒”。
那么，如何调节睡眠系统，让人在清醒

与睡眠之间自由切换？科学家在大脑的基底
前脑区找到了让人产生困意的“瞌睡虫”。

《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基底前脑
区的谷氨酸能神经元，对于睡眠压力的积累
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研究发现，一种名为“腺苷”的化合物在
人体困意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睡眠稳态
调节过程中，腺苷在清醒状态下的积累导致“困
意”产生。因此，阻断腺苷的作用，就可以让人摆
脱困倦。咖啡提神醒脑的原理就是如此。咖啡主
要成分咖啡因，可以通过阻断腺苷与其受体的
结合，达到促进清醒的效果。

“基底前脑区的谷氨酸能神经元是调控
睡眠压力的一个关键节点，有可能成为治疗
睡眠障碍的一个潜在靶点。”研究者表示，可
以通过刺激腺苷的释放，引起睡眠压力增
加，促使觉醒到睡眠的转换。

睡觉时，你的大脑在忙着看“重播”

大家都知道，哺乳动物的睡眠分为快速
眼动(REM)和非快速眼动(NREM)两个阶
段，在脑电波图上很容易区分出来。REM期间
眼球会快速转动，做梦也通常发生在这一阶
段，所以又称为“做梦阶段”。NREM期间眼球
不转，睡得也更沉，所以又叫“深度睡眠阶段”。

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潜意识的体现，代表
着被理智压抑的深层欲望。然而，后续研究发
现，梦并没有那么神秘，它只不过是白天一些
零散想法的随机展示而已。既然如此，人为什
么要做梦？日本筑波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测
量了小鼠在REM和NREM睡眠期间脑部血
液流动速率，发现清醒和非快速眼动时的血
流速度几乎没有差别，而快速眼动阶段的血
液流动速度平均提高了2～3倍。

更有意思的是，研究人员故意在小鼠进入
“做梦阶段”时叫醒它们，然后让它们接着睡，
结果发现这些美梦被打断的小鼠，血液流速会
出现补偿性增加，这说明快速眼动(REM)阶段

的血液流动属于刚需，一点折扣都不能打，亏
多少就得补多少。这是人类首次直接观察到睡
眠期间哺乳动物脑部的血液流动情况。

研究者指出，脑神经活动会产生大量代
谢废物，白天可能来不及运走，只能等到晚上
睡觉时再清理。快速眼动阶段血液流速大幅
加快，说明这一清理工作很可能就是在做梦
时完成的。换句话说，我们的梦，很可能只是
大脑清洁工在工作时的一个副产品。

目前已知大脑血液流速的降低及做梦时
长的减少，会增加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因
为这种病的病因，很可能与脑组织代谢废物的
过度堆积有关。如果能想办法让我们多做梦，
也许能起到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效果。

非快速眼动(NREM)阶段虽称为“深度睡眠
阶段”，其实大脑仍非常活跃。在这一阶段，大脑
会把白天接收到的各种信息重新过一遍，重要
信息会被强化，进入记忆范畴，不重要的信息则
会被忘掉，以便腾出空间，迎接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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