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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还有人会问，那大脑
空白和走神儿到底有啥不一
样？以前咱们总把它们混为一
谈，这次研究可把区别说得明
明白白。走神儿的时候，大脑
其实还挺忙的，一会儿想东一
会儿想西。但大脑空白的时
候，那真的是啥想法都没有。
科学家们用先进的脑成像和
电生理学技术发现，走神儿的
时候大脑里一个叫“默认模式
网络”的区域会变得活跃起
来，就像打开了一盏小灯；而
大脑空白的时候，大脑发出的
信号变得简单了，和注意力、
语言、记忆有关的区域，比如

海马体、布洛卡区，它们的活
动都减弱了，这种状态和我们
无意识的时候有点像。

那这项研究成果到底有
啥用呢？用处可大了！现在科
学家们把大脑空白定义成一
种独特的体验类别，这就像是
给研究大脑的“地图”上又标
了一个新坐标。以后啊，咱们
可以顺着这个方向，探索大脑
空白和冥想之间的关系。大家
都知道冥想能让人放松，说不
定大脑空白和冥想时大脑的
状态有相似之处，搞清楚了这
点，说不定能开发出更有效的
放松和减压方法。还有，大脑

空白说不定能成为诊断神经
和精神疾病的重要线索。就像
医生通过测量体温、血压判断
身体状况一样，以后说不定可
以通过观察大脑空白出现的
频率和特征，更早地发现和诊
断一些疾病，这对患者来说可
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以后再遇到大脑突然“断
片儿”，大家可别慌，也别觉得
自己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这
其实是大脑在和我们“调皮”，
或者是在悄悄调整状态呢！说
不定下次大脑空白之后，还能
冒出什么新奇的想法和灵感
呢！

大脑突然“断片儿”
科学家揭开神秘“空白时刻”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正和朋友聊天聊到兴头上，突然脑子“嗡”地一下，刚才想说的
话全没了影儿；或者考试时盯着题目，大脑就像被按了暂停键，一片白茫茫的啥也想不起来。这到底是
咋回事？难道我们的脑子“卡机”了？最近，一国际研究团队就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还把研究成果发表
在了英国学术杂志《趋势——认知科学》上，下面就来聊聊这个有趣的发现。

▶▶ 大脑突然空白是怎么回事

以前总觉得大脑突然空
白，就是走神儿了，但研究告
诉我们，事情可没这么简单！
这个由法国巴黎脑研究所、比
利时列日大学等机构的专家
们组成的团队发现，大脑空白
其实是一种和生理唤醒水平，
它有自己一套特别的神经和
生理特征呢。

咱们平时清醒的时候，大
脑里的思绪就像在玩“跳房
子”游戏，一会儿跳到回忆昨
天吃的美食，一会儿又跳到明

天要做的事儿。但有时候，大
脑会突然来个“中场休息”，进
入一种没有任何思绪内容的
状态，这就是大脑空白。

专家们可不是随便下结
论的，他们一口气分析了80篇
相关研究论文，最后得出结
论：大脑空白是由不同的生理
唤醒水平调控的认知状态。打
个比方，咱们的大脑就像一台
精密的空调，生理唤醒水平就
是空调的温度调节按钮。当温
度按钮拧得太高，比如遇到特

别强烈的刺激，像突然的巨大
声响；或者拧得太低，比如困
得眼皮直打架的时候，大脑就
会“偷懒”，暂时减少对外界和
周围环境信息的处理，那些原
本在脑子里乱窜的想法也就
暂时“消失”了。不过别担心，
大脑空白可不是大脑“罢工”
了，它只是在重新调整工作模
式，就像电脑后台程序在更新
一样，把感觉和认知处理的

“开关”稍微调小了一点。

▶▶ 大脑空白出现的频率高不高

说到这儿，肯定有人好
奇，那大脑空白出现的频率高
不高呢？研究发现，这事儿在
不同人身上差别可大了。有的
人可能一天里大脑空白的时
间很少，有的人却经常“断片
儿”。但平均下来，咱们每个人

大概有 5%到 20%的时间会经
历大脑空白。而且啊，这大脑
空白还挺会挑时候的，常常在
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任务结
束后出现，比如一场紧张的考
试刚考完，脑子还没缓过神
儿；或者在剧烈运动之后，它

就悄悄冒出来了。更有意思的
是，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
碍，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多动症
的小朋友，他们大脑空白的次
数比一般孩子要多得多，这说
不定以后能帮医生更好地了
解和治疗这种疾病呢。

▶▶ 大脑空白和走神儿有啥不一样

涡虫可以“无限再生”
涡虫属于扁形动物门涡虫

纲，身形扁平细长，体长通常
在 1mm到 15mm。它们在地球
上的生命历程已超过了 5.2亿
年，是生物学研究中常用的动
物实验材料之一。其组织修复
能力十分惊人，即使是断成两
截后，两边仍可再生出新的肌
肉、皮肤、肠道，甚至完整的

大脑。1898年，美国生物学家
摩尔根为了挑战涡虫再生极
限，将一只涡虫切割了 279
刀，本以为这已经是涡虫再生
的极限了，没想到，这些碎块
竟能依靠自身的再生能力，形
成一个个新的生命体。更神奇
的是，这种再生没有次数限
制，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

月球为何“一面朝向”地球
月球并非静止不动，它一边

围绕地球公转，一边也在自转。
按理说，我们应该能逐渐看到它
的各个部分。但事实上，月球的
自转周期（约 27.3天）和它的公
转周期（绕地球一周的时间）完

全相同，这使得它始终以同一面
朝向地球。这种现象被称为“潮
汐锁定”，或“同步自转”。月球
背面之所以“隐藏”起来，是地球
和月球长期引力相互作用的结
果。

一个更容易打到蚊子的方法
回想以前打蚊子的姿势就

会发现，当你左右合掌拍击蚊
子时，蚊子更容易逃逸。蚊子
翅膀构造和独特的飞行方式，
致使它们上下飞行的动作更灵

敏，如果要逃跑，自然也用最
擅长的方式，沿着前进的方向
或上下方向逃跑。拍蚊子的有
效技巧是上下夹击，而不是左
右夹击。

看太阳也会导致打喷嚏
看太阳时打喷嚏的现象被

称为“光喷嚏反射”，医学上称
为“ACHOO综合征”。有研究
认为，这可能与眼睛和三叉神
经间的信号交叉有关。三叉神
经不仅支配面部感觉，还与鼻

腔黏膜连接，当眼睛接收到强
光后，视神经向大脑传递信号
时，可能激活相邻的三叉神经
分支，这种信号“短路”会让
大脑误判，触发喷嚏反射。

（本版综合）

近日，研究人员研发出一款新型智能监测贴片。这款薄
如蝉翼的贴片能在术后关键期内实时感知移植皮瓣的肿胀程
度、温度、湿度和血氧饱和度这4个临床上极为关键的指标变
化，并将数据直传手机，让医生一目了然。

？

日前，兰州大学的联合团队成
功研制出一种高集成度、自供能、
无线智能鞋垫，可实现足底压力实
时监测与多运动状态精准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