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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哈欠可能是人类最奇妙的行为之一：身边的人

打哈欠，我们会控制不住地跟着打；哪怕是看到打哈

欠的图片，我们都免不了哈欠连天⋯⋯

为什么别人打哈欠，你也会跟着打？复旦大学心

理学系教授张学新解释，打哈欠“传染”是一种模仿性

行为，与镜像神经元相关。镜像神经元不是通过概念

推理，而是通过直接模仿来让我们领会别人的意思。

当别人朝某个角度去看，我们也会下意识地朝某个角

度去看。当你看到别人打哈欠时，视觉会刺激大脑皮

层，刺激神经反射，发生的一种本能现象。人类的认

知能力、模仿能力都建立在镜像神经元的功能之上。

“打哈欠传染”的现象，只在人类、黑猩猩、狒狒和

狗身上有。神经生物学家们发现，只有大脑皮层发达

的脊椎动物，才有能力辨识哈欠，并且彼此传染，因为

他们能够了解同伴的想法。

当你看到有人在大街上不小心跌倒，可能会情不

自禁地“哎呦”一声；别人大笑时，你也会不由自主地

发出笑声。同理，当看到别人哈欠连天时，在“移情作

用”的影响下，你也会觉得困。

打哈欠这种行为不仅会“传染”，而且与两个人之

间的亲密度相关。国外科学家用了 1 年时间收集了

超过100名不同国籍的成年人进行研究后发现，打哈

欠传染现象在亲人间发生率最高，其次是朋友，然后

是熟人，最后是陌生人。关系越亲密的人，被传染的

概率越高。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更容易模仿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的行为。

当面对的人关系越亲密，我们的同理心就越强，也就

越容易感受到对方的压力、焦虑、无聊或疲劳。所以，

当我们亲密的人打哈欠时，我们也就容易跟着打了。

为什么打哈欠会传染?科学家找到了答案

经过13年努力，来自20个国家73个研究机构的

200 多名科学家终于绘制完成完整的小麦基因组图

谱。这项“里程碑”工作为培育产量更高、营养更丰

富、气候适应性更强的小麦品种奠定基础。

国际小麦基因组测序协会１６日在美国《科学》

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以一种叫做“中国春”的小麦

遗传研究模式品种为材料，研究整合了２１条小麦染

色体参考序列，获得107891个基因的精确位置、超过

400万个分子标记以及影响基因表达的序列信息。

国际小麦基因组测序协会 2005 年成立，在 60 多

个国家拥有会员。该机构执行主任凯利·埃弗索尔在

一份声明中说，绘制小麦基因组图谱是许多人共同努

力的结果，曾被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绘制

参考序列的方法为今后大型、复杂的植物基因组测序

工作提供范例，再次证明通过国际合作推进粮食安全

的重要性。

同日，还有多篇利用这一基因组图谱开展科研的

相关论文在不同科学期刊上发表，其中一些论文研究

了与高温、干旱和小麦疾病相关基因的表达方式。

小麦是全球约 30％人口的主要粮食，提供了

20％的人类热能和蛋白质消耗。小麦与水稻和玉米

并称全球三大粮食作物，但后两者的基因组图谱绘制

工作已完成多年。

小麦的“基因密码”之所以破译困难，是因为小麦

基因组庞大而复杂，包含约 160 亿个碱基对，是人类

基因组的 5 倍多。另外，小麦有３套亚基因组，其重

复序列含量达 85％，基因相似度高，给区分和排序带

来挑战。

科学家相信，小麦基因组图谱的绘制完成，可帮

助培育出抗旱、抗病和高产优质的小麦品种。国际小

麦基因组测序协会指出，全球人口到 2050 年预计将

达到 96 亿，小麦产量需每年增长 1.6％才能满足未来

需求，而这种增长必须主要通过改良作物性状而非增

加种植面积来实现。

历经13年小麦基因组图谱绘制完成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研究人员近日说，一万多年

前冰河消退时，太平洋环流加速，把更多二氧化碳释

放入大气，这种情况有可能再次发生，从而加速全球

变暖。

发表在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的研究显

示，太平洋中存在一种环流模式，从南极洲附近水域

开始，一路北进抵达阿拉斯加后又返回南极洲。这个

过程耗时约1000年，并将深层海水带至表面。

研究发现，冰期最盛时环流速度缓慢，但地球变暖、

冰川消退时，其速度加快，而加速的环流将太平洋深处

的二氧化碳“翻”起来，在南极洲海面处释放入大气。

研究人员说，大约1.8万年到1.5万年前冰川消退

过程中，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了 50ppm（1ppm

为百万分之一），此后的另一次冰川消退使大气二氧

化碳浓度又上升了30ppm。两次增加的总幅度略低

于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幅度。

论文共同作者、俄勒冈州立大学海洋学家布赖

恩·哈利指出，作为一种生物泵，浮游生物死后会下沉

和分解，将碳带入海底。当环流缓慢时，水停留时间

较长，有利于碳沉降积累；但地球开始变暖后，水流速

度提升了约三个数量级，于是碳又回到了水面。

研究人员担心，随着气候继续变暖，同样的情况

还会再次发生。

论文共同作者、俄勒冈州立大学海洋学家艾伦·
米克斯说，海洋吸收了约三分之一化石能源排放的

碳，这有助于缓解气候变暖，可如果海洋不再吸收多

余的二氧化碳，反而从深海中释放二氧化碳，可能对

人类实现减排目标造成不利影响。

太平洋环流可能加速致全球变暖加剧

最近，印度中央邦一名 15 岁的少年，在国际友谊

日当天，因为打算送给朋友们特别的节日礼物，竟然

将父亲卖房赚来的 46 万卢比（约合人民币 4.5 万元）

偷走，慷慨送给全班同学。

根据《印度时报》报道，这个熊孩子的父亲是位专

业建筑师，他将出售自己房地产获得的 60 万卢比存

放在柜子内，某一天回家却发现这笔钱只剩下14万，

有 46 万卢比不翼而飞，让他焦急地报警请求警方协

助。

警方接获报案上门调查，在屋内未发现任何偷窃

或有人闯入的痕迹，经过进一步的追查后，发现这笔

钱竟然被他儿子拿去“赠送”给他所有的朋友。

据了解，少年先是送给住在隔壁、家境贫困的男

孩 15 万卢比，接着给一名常常帮他写作业的朋友 30

万卢比，又陆续送钱给许多朋友。

有人甚至在拿到钱之后，就马上去买了一辆车。

更夸张的是，除了钱之外，他还用剩下的钱买了大量

的银手镯和手机，让班上35个同学人人都有份。

警长托马尔表示，男孩的父亲已经提供了一份学

生名单，正一一联系所有学生，同时也传唤 5 名收到

最大笔金额学生的家长，告知他们要在 5 天内归还这

笔钱。

截至目前，警方已经收回了 15 万卢比，并继续追

查剩余金额的动向。而因为住在少年隔壁的贫困男

孩在拿到钱后，就马上手机关机失联了，警方也正在

积极联络男孩的父母

为庆祝友谊 印度熊孩子把卖房款分给同学

法国男足排名登顶
中国队维持第75名

在国际足联16日公布的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

名中，世界冠军法国队前进 6 位登上榜首，比利时

队凭借世界杯上获得季军的表现冲到第二位，而

中国队则维持在第75名。

法国队上个月在世界杯决赛中 4:2 击败克罗

地亚队，获得其史上第二个世界杯冠军，如今则自

2002 年 5 月以来第一次登上国际足联排名的榜首

位置。在世界杯半决赛中输给法国队的比利时队

排名前进一位，升至第二，而原先排在第二位的巴

西队则滑落至第三名。

拿到世界杯亚军的克罗地亚队排名跃升了16

位，追平了其历史最佳排名——第四。乌拉圭队

排在第五位，英格兰队则由第 12 位前进至第六

位。世界杯东道主俄罗斯队凭借着打进 8 强的表

现上升21位，目前排在第49名。卫冕冠军德国队

则因为小组赛便爆冷出局，排名从第一位下滑至

第15位。

在亚足联所属球队中，排名最高的伊朗队前

进 5 位排在第 32 名，澳大利亚队排在第 43 位，日

本队前进 5 位排在第 55 名，韩国队排在第 57 位，

沙特阿拉伯队下滑 3 名排在第 70 位，叙利亚队排

在第73位。中国队排在第75位没变。

虚拟现实让截肢患者
感觉假肢成“真”

一项新研究显示，虚拟现实有望帮助截肢患

者“感受”到来自假肢的触感，诱导他们的大脑相

信假肢就属于他们自己的身体。

许多截肢患者在使用假肢一段时间后即选择

停用，因为他们觉得不适应。一方面，患者感觉失

去的肢体似乎仍然存在，也就是存在所谓的幻肢；

另一方面，市场上销售的假肢通常不提供触觉反

馈，患者需要结合观察才能正确使用。

为此，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等机构研究人

员引入虚拟现实技术，巧妙地结合视觉和触觉来

提升截肢患者使用假肢的体验，并利用两名失去

手的志愿者开展了试验。

具体来说，研究人员通过刺激两名患者的残

肢神经，让幻肢的食指指尖产生触觉。两名患者

戴有虚拟现实眼镜，在幻肢食指指尖感受到触觉

的同时，会“看”到假肢食指发光，从而让大脑“相

信”假肢成为身体的自然延伸。

试验前，两名患者报告称，幻肢的手很小，而

且感觉前臂似乎不存在。试验后，两人表示，幻肢

已与假肢合为一体，感觉假肢“成为自己身体的一

部分”，并且这种感觉在试验结束１０分钟后依然

存在。

研究人员表示，试验所用装置是便携式的，有

朝一日也许能成为一种疗法，帮助患者永久性地

植入假肢。

发现导致悲观的脑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发现大脑的一个

区域可产生悲观情绪，该结果有望为开发治疗抑

郁和焦虑的新疗法提供线索。

近日发表在美国《神经元》杂志上的研究显

示，研究人员激活猕猴大脑中尾状核区域，会导致

动物作出更为负面的决定，而这种悲观状态可持

续一天之久。

论文通讯作者、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脑科学

研究所教授安·格雷比尔说，对许多患者而言，精

神疾病依然很难治疗，而现在我们可能发现了焦

虑、抑郁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大脑“执行机构”。

格雷比尔还与美国麦克莱恩医院的精神疾病

医生进行了合作。核磁共振成像研究显示，患抑

郁症和焦虑症的患者在权衡决策时，尾状核以及

与之相关的两个大脑区域出现了异常活动。

他们认为，异常的尾状核活动可能以某种方

式破坏多巴胺活性，而多巴胺可以影响一个人的

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