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2024年年22月月2525日日 星期日星期日

3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谭静文谭静文

在我们的感受中，时间是一种看不见摸
不着的属性。但其实有另一个属性，和时间
类似，但对我们来说会更具体——那就是空
间。所以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大脑是如何编
码空间的。

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实验，闭上眼睛，
然后尝试在脑海中重建你周围环境的样
子。我们可以把这种能力称为你大脑中的

“认知地图”。
在20世纪70年代，约翰·奥基夫发现，

这个认知地图很可能藏在我们的海马体
里。这里我们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海马体，海
马体藏在大脑皮层的下面，它分为4个明显
的区域，分别是齿状回、CA1、CA2和CA3。

奥基夫当时发现，在老鼠处于特定位置
或面向特定方向时，许多神经元会稳定放电，
在其他情况下则基本不放电。他想到，这样
的一群神经元应该可以编码单个环境中的所
有位置，而这正是认知地图得以生成的重要
条件之一。1976年，奥基夫正式将这些神经
元命名为“位置细胞”（place cell）。

但是我们是怎么把这些不同的位置
串起来的呢？

莫瑟尔夫妇在海马体旁边的内嗅皮层
发现了网格细胞。之所以命名为网格细胞，
就是因为这群细胞在工作的时候会出现一
种非常神奇的六边形的模式，很整齐，像网
格一样。他们发现这个网格细胞更多的是
给我们的大脑构建一个坐标系，反映两个物
体之间的距离。有时候可能晚上起床，明明
屋子里面很黑，看不见什么东西，但是你能
大概知道你从床边走到门口要多长的距离，
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网格细胞发挥了一定的
作用。他们在2014年，也因为这一发现获
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时间细胞

早期，科学家一直认为，海马系统主要
服务于空间导航，大脑可能有其他感知时间
的特定区域。

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人类的海马
体受损，会导致一些时间相关的功能受损，
例如，学习一系列单词后，我们可能无法重
新回忆起这些单词的顺序。科学家也发现，
当我们在脑海中回忆不同事件的发生先后
时，海马会被激活。这样看来，海马很有可
能在人类感知时间中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

2007年，第一个海马神经元可以编码时
间的实验证据出现了：科学家让老鼠记忆依
次闻五种不同的气味，然后测试老鼠能否记
住这些气味出现的顺序。也就是说，哪种气
味先出现，哪种气味后出现。科学家发现，
在老鼠记忆气味顺序的过程中，海马神经元
出现了特定的活动模式。

科学家发现，只要老鼠在滚轮中不停

跑动，一些海马神经元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在
特定的时刻放电，比如，有些可能在第1秒
时放电，有些在第3秒时放电，就像打点计
时器那样，而且，越晚开始放电的细胞，活
跃放电的时间也越长。就这样，科学家发
现了这种一个接一个放电、填充整个时间
段的神经元工作模式，他们把具有这样工
作模式的细胞称为“时间细胞”。后来，科
学家也在包括人在内的不同物种的大脑中
发现了类似的细胞。

斜坡细胞与时间编码模式

我们在海马体中找到了一个时间细胞
和位置细胞之间的对应，那么在内嗅皮层，
有没有与网格细胞对应的细胞呢？

科学家就开始关注旁边的脑区，外侧内
嗅皮层在做什么。现在斯坦福担任博士后
研究员的阿尔伯特·曹（Albert Tsao）在
2007年展开了这项研究，他的这种思考其实
与心理学有关：

在我们的心理认知中，如果回忆会觉得
就是这些时间也是由一系列的事件来代表
的。这位科学家就想探索一下，我们的大脑
是怎么感知到这样的时间顺序，或者说事件
发生的顺序的。

我们编码这些时间的时候，就像是池塘
中的涟漪。当一块石子扔进去（代表一个事
件发生），就会有一圈圈涟漪向外扩散。当
我们为某个时刻的涟漪拍下快照，那么这个
快照中涟漪的位置，其实就编码了时间。

“时间细胞”和“斜坡细胞”只是目前科
学家发现的大脑用来与时间建立联系的两
种方式。其实，科学家还发现了许多神经元
其他的放电模式。但总体而言，这些模型都
指向同一个大的方向，那就是：大脑是通过

一种分布式的方

式记录时间的。
首先，大脑编码时间和空间的方式非

常类似。我们从时间细胞中提取时间信
息的方式与从位置细胞中提取空间信息
的过程非常类似。当我们试图回忆发
生的某件事时，当时记录下时间信号
的神经元也会按照相同的放电模式再
次放电。

更重要的是，大脑中所谓的“时
间细胞”并不是一类特定的细胞。
科学家发现，虽然确实有一些神
经元的放电模式只与空间或者
与时间相关，但更多的神经元其
实同时具备响应空间和时间信
号的能力。

总之，大脑真的非常神
秘。当神秘的大脑遇上神
秘的时间，就更加令人着迷
了。大脑究竟是如何编码
时间的，这其中还有许多
尚未研究清楚的问题。
例如，我们是如何从大
脑记录的相对“时间
戳”中读取出精确的
时间，为什么神经元
可以跟随时间的变
化改变放电的模
式等等。作为普
通人，我们能做
的只有感叹大
自然的神奇，
以及等待科
学家为我们
拨 开 层 层
迷 雾 了 。
（据科普
中国）

前 不
久 ，有
网友上
传了一
段“ 坐
地铁时
羽绒服

突然破了”的视频。据视频拍摄者路女
士回忆，她在乘坐地铁时，突然听到对
面“砰”的一声，抬头一看才发现是个小
姑娘的羽绒服破了。

该视频一经流出便引起轩然大
波，一时间引发社会各界及广大消费
者对羽绒服质量的怀疑。其实，早在
2012年，羽绒服质量就曾因“添加有
害飞丝”、“标牌造假”等严重质量问
题被央视媒体曝光，其质量和安全隐
患引起热议。

令人欣慰的是，经鉴定，该爆炸羽
绒服是真羽绒，而且羽绒含量较为充
足。由于羽绒服较轻，透气性差，羽
绒在衣服内堆积导致衣服空隙变

大，在压力作用下会产生真
空爆炸现象。

羽绒服为什么会炸？

羽绒服爆炸的相关新闻，时不时就
会登上热搜。例如有的妈妈在使用洗
衣机洗羽绒服时发生爆炸，被洗衣机炸
飞的碎片划伤了在一旁玩耍的孩子，让
人心疼又不免担忧。

那么，好端端的衣服，为什么会爆炸
呢？由于羽绒服透气性能差，洗涤完全
浸水后，里面填满的羽绒会聚集在一起，
从而使羽绒服内产生大面积空隙。在高
速甩干时，之前吸饱了水的羽绒脱水后
不断膨胀，羽绒服内就会产生空气。

而羽绒服的防水涂层又不利于气
体排出，就会不断地将羽绒服撑大，加
上干燥的尼龙布和羽绒会产生静电，静
电产生的大量热量短期爆发，气体聚集
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起“爆炸”。

此外，洗衣机一般分为老式双缸波
轮洗衣机、单缸全自动波轮洗衣机和滚
筒洗衣机，发生“爆炸”的多是双缸波轮
洗衣机。这是因为双缸波轮洗衣机的
脱水桶都备有一个盖子，用来压住衣
物，空间狭小，转速较快。全自动波轮

洗衣机相对来说空间较大，转速较
慢，发生异常时可以马

上打开盖

子强制停止，因此危险性较小。
由此分析，满足羽绒服“爆炸”的

条件：
（1）羽绒服外层透气性不佳；
（2）高速甩干，还要在甩干的过程中

由于衣物的挤压产生足够大的气泡，空气
压力还必须足够大到能够“爆破”洗衣机。

一般而言，这些条件是不容易同时
达到的，因此不必谈之色变。但是如果
不注意，风险也是存在的，大家在清洗
过程中不能大意。

如何正确地烘干羽绒服

从洗衣机的烘干性能角度看，如何
使用洗衣机烘干羽绒服也很有讲究。

羽绒服的表面有一层高分子涂层，
该涂层被涂在织物表面，用以封闭织物
间的缝隙，一方面可以阻止热量散失，
另一方面可以使织物具有防漏绒和防
漏水的性能。

常规的棉负载烘干温度大多在
75-80℃，该温度易对表面涂层造成一
定程度的损伤，从而影响羽绒服的保暖
效果和使用寿命。当羽绒服经过机洗
和甩干后，羽绒会凝聚结块，如果结块
中的水分不能全部去除，羽绒全部聚在

一起，会使绒丝之间、绒朵之
间的静止空气含

量大

大减少，羽绒的传热
系数变大，羽绒服的
保暖效果降低。同
时羽绒结块极易导
致填充物薄厚不均，
使衣物走形，影响美
观和保暖性。

因此，对于洗衣机性
能设定而言，烘干羽绒服
时加热管温度应设置在
90-100℃，可以保证较好
的烘干效率，且羽绒服表面
温度不会过高，避免对羽绒
服表面涂层造成损伤；同时加
热管设置上限温度90℃，以避
免整机温度过高，可能会出现
安全隐患的问题。当然，这些
是洗衣机制造商的问题，我们老
百姓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羽绒服清洗小贴士

1.将洗好的羽绒服先用手拧
干，再用洗衣机甩干，这样爆炸的
危险性会大大降低；

2.机洗羽绒服在甩干阶段，可
把洗衣机转速调低一些，这样安全
性更高。

当然，羽绒服还需要注意易燃、防
滑等等的安全问题。

（据科普中国）

东北火了，南方
的小伙伴们前赴后继奔向东北体验冰
雪和早市，却在洗浴中心门口犹豫起来。

他们面临一个割袍断义的问题：
你，搓泥吗？

搓！那么洗澡搓下来的这些“泥
球”究竟是什么？经常搓对身体好吗？

一，洗澡搓下来的“泥球”是什么？
在我国的南方地区便没有搓澡工

这种职业，那是因为南方天气炎热，一
年四季天天洗澡，因此老泥少，而北方
冬天时严寒，因此很多人三天或者一周
洗一次澡，身上的老泥便会增多。

然而，这种“老泥”其实不是泥，而
是一种人体的代谢产物。老泥的学名
为皮脂膜，它是由人体分泌的油脂类物
质混合灰尘、微生物、细菌而成的混合
物，一般覆盖在人体的最外层。

皮脂膜对人体的作用极大，可以保
护皮肤，锁死表皮水分，防止人体在太阳
的蒸烤下快速脱水；也能够作为一道天
然的屏障，抵御外界病毒、细菌进入人
体，同时由于皮脂膜呈酸性，它还能杀灭
一些活力不强的病毒和细菌。如果人体
皮脂膜经常遭到破坏，那么我们难免会
产生过敏、疼痛、肤质变差的情况，因此
皮脂膜是人体最重要的保护屏障。

二，经常搓泥对身体好吗？怎么搓
对身体好？

既然皮脂膜那么重要，为什么北方
的人还是喜欢搓澡？原因是“皮脂膜”
具有极强的再生能力。我们人体每天

都会分泌大量油脂，
因此不需要担心皮脂膜过少的问
题，而且皮脂膜过多，给人带来的麻烦
也很多。

比如说皮脂膜中含有大量皮肤死
亡脱落的死皮、螨虫、灰尘、病毒……因
此皮脂膜还是需要定期清理的。不过
凡事都需要适度原则，如果天天搓可能
会破坏皮脂膜的形成，给病毒、细菌入
侵制造机会，也有可能因为粗暴的手
法，导致皮肤受损，引发疼痛，因此搓澡
的时候需要注意几点：

1.注意正确方法
搓澡不能太大力，否则会伤害皮肤

角质层导致出血；搓澡也不能太费力，
毕竟每个人去澡堂子洗澡，都希望洗的
干净又不损伤皮肤。

2.注意搓澡巾
除了搓澡的手法和力度以外，搓澡

巾是搓澡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了，因为
它的摩擦大，所以能完美地搓掉人体表
面的老泥。医生提醒，每个人的搓澡巾
最好分开，认准自己的那条搓澡巾，个
人卫生要注意。

总而言之，是适当的搓澡对身体肯
定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如果经常、暴力
搓澡，那对人体肯定会产生不良作用。

三，肚脐里的泥能搓吗？该怎
么搓？

许多人认为，肚脐眼
很关键，它可以连通五
脏六腑、能主导肠胃的
运行，因此在我们很小
的时候，我们的家人就叮
嘱我们“肚脐眼的脏东西
不要扣，否则会烂肠子”。
但是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
依据的。肚脐眼是切除脐
带所遗留下来的闭口，它是
全身距离内脏最近的地方，血
管、神经极其丰富，因此我们
小时候扣它时经常会感觉酸
疼、刺痛。

正确的方法是，用棉签沾
上橄榄油等油类，软化肚脐眼中
的污垢，一段时间后再用棉签将
其彻底掏出，这才是保持肚脐眼
干净的正确处理方法。

想知道你一辈子能搓下来多
少泥吗？

人每年脱落的死皮超过 3.6 公
斤、2021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是78.2
岁——所以理论上，你这辈子能搓下
来的泥至少有280公斤！

（据科普中国）

摔伤以后，首先需判断骨折的可能性。老年人骨质
比较疏松更要注意，摔倒后尝试活动四肢和腰部，看是否
有骨折的情况。若有肢体变形，或不能动、疼得特别严重
的情况，就要高度怀疑有骨折的风险，不能再动了。此
时，要及时呼救，拨打“120”急救电话。其次，还需审慎检
查皮肤是否破损、出血等状况。若出现擦伤、划伤或较大
出血，可迅速取干净的毛巾、衣物或围巾等对伤口进行简
单包扎，先把血给止住，并立即就医，以防伤口感染。

若未出现出血、骨折等状况，但仍有肿胀疼痛的情
况，我们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进行处理：

1.立即停止活动，及时休息，避免二次损伤。
2.采用冰袋、冰棍或冰水等进行降温，使血管收缩，促

进血液回流，减轻肿胀。冰敷时需注意方法，每1—2小时
进行一次，每次约20分钟，至轻微麻木即可。

3.使用弹力绷带对受伤部位进行加压包扎，促进吸收
和消肿。

4.休息时可将患侧垫高，以促进静脉回流，加速消肿，
缓解不适。

通过以上处理，一般轻伤很快就会恢复，如果病情有
反复、加重，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据科普中国）

为了告诉你时间的顺序，大脑比你想象的更努力

小科：近
日 一 个 奇
特的地质现象
成了人们关注的
热点，你知道吗？

小普：我在新闻里
看到了2023年12月18日
深夜甘肃积石山县发生了
6.2级地震，各方面力量正在积
极支援，帮助安置灾民，恢复生产
生活。你说的是地震这件事吗？

小科：你真是孤陋寡闻，怎么连沙
涌都不知道呢？

小普：你可是针眼里看人，把人小看了。
沙泳不就是在沙滩上游泳吗？我还体验过沙
浴，打过沙滩排球哩。

小科：哎！你真是地质科盲啊。我确实需要给你
科普一下啦。

小普：最近几年业余忙于刷娱乐类抖音，没有留意地质
科学知识，我愿意洗耳恭听。

小科：受甘肃积石山县6.2级地震影响，与积石山县接壤的青
海省海东市民和县的金田村和草滩村发生了次生灾害——沙涌。
大量淤泥涌入两个村庄，冲毁了部分房屋。

小普：那么，这些泥浆是哪来的的呢？难道大冬天下起了暴雨引起了
山洪爆发吗？

小科：不是，不是。地震前后没有降雨，倒是地震前有降雪，覆盖了山野。
小普：那你来讲讲，沙涌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科：简单来说，沙涌现象是一种自然地质现象，通常在地震后出

现，是一种地震后的次生灾害。这种现象是由于地震引起的地下土壤
液化，导致土壤中的水分和泥沙被挤压出来，形成流动性的物质。

小普：原来沙涌是这么回事。但我不太明白，地震与沙涌之间有
怎样的关系呢？

小科：地震是由于地球内部的地壳运动引起的自然灾害。当地
壳中的岩石在地应力作用下发生断裂或错动时，就会释放出大量的
能量形成地震波。这些波在地壳中传播使地壳发生变形和破裂，
从而引起地表的变化。在地震发生时，地下含水量高的沙土会受
到强烈的震动和挤压，这些沙土中的水分迅速液化形成流动性的
物质。这种液化的沙层，会沿着一定的通道，受到挤压，最终直接
达到地表，形成我们看到的“沙涌现象”。

小普：嗯，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沙涌
的表现形式只有一种吗？

小科：不是的。沙涌的表现形式有好几种呢。有时候这些
流动物质会以泥浆的形式涌出地面形成泥浆涌，有时这些流
动性的物质会以泥浆的形式涌出地面形成泥浆涌，有时这些
物质会以沙子的形式涌出地面形成沙涌，有时这些物质还会
混合在一起形成泥沙涌。

小普：那么，沙涌现象的规模和影响范围与什么因素有
关呢？

小科：沙涌现象的规模和影响范围取决于地震的强
度、地下沙土的含水量、土壤结构等因素。

小普：刚才我上网查询了一下，知道了土壤液化形成
的过程。土壤液化就是在地震等作用下，松散、饱和的
无粘性土（比如常见的砂土）中的孔隙水压力升高，短时
间内难以消散，使土壤颗粒仿佛“悬浮”在孔隙水中，导
致土壤有效应力（抗剪强度）降低，甚至消失，土壤在较
低应力水平下就变成了可流动的“液态”。

小科：小普，你真了不起，开始主动学习沙涌科学
知识。如果经常了解有关地震的科学知识和规律，
就可以增强防范能力，提升我们的科学素养，保护自
己的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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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国粮食产量13908.2亿斤，比上年
增加177.6亿斤，再创历史新高，连续9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

提问一：我国粮食进口量较大，如何减少饲用豆粕
进口量？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 陈邦勋：2023年我国
进口粮食1.6亿吨，同比增长11.7%。（大豆）全年进口量为
9941万吨、比上年增长11.4%，占全部粮食进口量的六成
以上。近年来，随着畜禽饲养量增加，饲用豆粕消费持续增
加，成为拉动大豆进口的重要因素之一。下一步将开发利用
其他蛋白饲料来源，增加优质饲草供给，持续促进畜禽养殖节
粮降耗。

提问二：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如何？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 陈邦勋：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
超过490公斤，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我国粮
食库存消费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18%的安全水
平。

提问三：2024年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邓小刚：2024年就业方面，深入开展防止返
贫就业攻坚行动，加强东西部劳务协作，用好就业帮扶车间、公益性岗
位、以工代赈等渠道，确保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
上。

提问四：春节要到了，当前全国“菜篮子”产品供应情况如何？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 雷刘功：春节期间“菜篮子”产品供给总
量是有保障的。据监测调度，2024年第一季度全国肉蛋奶产能充裕，1月份蔬菜
在田面积稳中有增，“菜篮子”产品保供基础非常扎实。

提问五：转基因产业化下一步有何计划？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 潘文博：（近期农业农村部）审定
通过了部分转基因玉米大豆品种，并向26家企业发放了转基因玉

米大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下一步将在严格监管、严控风险
的前提下，稳慎有序推进相关工作。

提问六：如何推动城乡居民食物营养健康消费？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 雷刘功：我
国城乡居民营养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较为普

遍，概括为一“多”一“少”。一“多”，就是食用
植物油等吃得偏多，目前我国人均烹调用

油超出科学膳食推荐量的 40%多。
一“少”就是牛奶及乳制品、大豆

及豆制品等健康食品摄入不
足，目前我国人均奶类年

消费量仅为世界平均
的三分之一、亚洲平

均的二分之一。
（据央视网）

易燃易爆炸的它，你可能天天都在穿

澡搓出的“泥”是啥？

身份证最后一位“X”读作shí
《咬文嚼字》

主编黄安靖介绍，身份证上
的公民身份号码最后一位“X”，不读“埃
克斯”，也不读“叉”。“X”表示的是罗马数字“10”，
读作shí最为妥当。

18位身份证号码的含义：1—2位省、自治区、直辖市
代码；3—4位地级市、盟、自治州代码；5—6位县、县级市、
区代码；7—14位出生年月日，比如19670401代表1967年
4月1日；15—17位为顺序号，其中17位（倒数第二位）男
为单数，女为双数。18位作为尾号的校验码，是由号码编
制单位按统一的公式计算出来的，如果尾号是10，19位的
号码就会违反国家标准，用“X”（罗马数字的10）来代替，可
以保证公民的身份证符合国家标准。 （据《人民日报》）

雪后路面湿滑，摔伤后如何正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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