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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一提到《科学美国人》杂志，你首先在脑海中浮现的八成是高中理科老师作为阅读作业布置
给你的一篇又长又费解的杂志文章。
而此刻，你手中的这本书应该会让你改变这种印象。
《科学美国人》已经变得和蔼可亲了，也可以说，它变得精简了。
我们同样会用更短、更浅显的文字为你带来新鲜的资讯，而只要你愿意，你最终一定能够轻松地读完
那些比较长的文章，并发现它们不再难懂。
　  《科学美国人》按这种思路奉献给读者的一个重要新产品就是我们的播客，&ldquo;60秒科
学&rdquo;。
这个日播栏目在收集和报道科学新闻方面，采用了当今最前沿的科技手段。
仅用价值几百美元、一个便携包就能装下的设备，一切就可以完成了。
　  而这正是当今媒体创造的奇迹，多亏互联网，我才能在我家那个简陋的工作室里完成全世界范围
内科技新闻的制作。
一批稳定的自由制作人根据当前学术期刊上的文献给我提交方案。
我核准后，他们便会就这些题材创作并录制科技新闻。
我编辑他们提供的音频，最终制成可以在我们网站上收听的新闻报道&mdash;&mdash;新鲜出炉的科技
资讯就这样直接送入你的耳朵。
　  这种快捷有趣的科技新闻播出方式大受欢迎。
而现在我们推出的这套丛书就是为了让读者能够通过同样快捷有趣的方式了解基础科学理论知识。
　  这本集结而成的终极用户手册，将带着读者去认识这个三斤重的由神经元（及其他重要的东西）
组成的网络&mdash;&mdash;大脑。
而就在此刻，大脑不仅维持运行着你身体中所有重要功能，更忙着让你能够读懂这些文字。
这本手册会解释为什么你的大脑能够在做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的同时，还能够妥善保管另一些重要
的信息，例如你爱人的生日、1927年全美棒球赛的冠军以及你健身房更衣柜的八位数密码，你在需要
时就能把它们即时取出来（实际上，你也可以从这本手册里找到你遗忘某些信息的原因）。
　  现在，就给你的大脑来道大餐吧！
阅读本书，让你的大脑真正了解它自己。
　  史蒂夫&middot;米尔斯基　  《科学美国人》撰稿人　  每周科学播客&ldquo;Science Talk&rdquo;主
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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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60秒学脑科学常识——《科学美国人》专栏文集》是讲述脑科学的科普读物。
从脑的基本结构，到人的行为、情绪、精神疾病与治疗，再到思维训练及个性发展，几十篇通俗易懂
的短文解释了各种常见的与脑相关的生理及心理现象，为我们的大脑提供了一道可口的“营养大餐”
。

　　《60秒学脑科学常识——《科学美国人》专栏文集》内容由浅入深，既包含了基础常识，也有脑
科学研究前沿的新鲜资讯，更有能够让你会心一笑的科学趣闻，寓教于乐，各个层次的读者都能从中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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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脑袋里有什么&mdash;&mdash;大脑的结构　　1.1神经元　　基础知识　　神经元就是筑造
大脑的砖石。
人的每一种感觉、每一缕思绪和每一个动作都可以追溯到神经元。
从本质上说，神经元是一种细胞。
它们都有&ldquo;细胞体&rdquo;，细胞体包含一个独立的细胞核以及其他典型的细胞结构。
但不同于人体中的其他细胞，神经元的功能是传输信号。
在神经元的一端，有一根长长的触须，那就是轴突。
轴突的主要作用类似于电话线，能将信号传输给其他神经元。
而神经元的另一端是树枝状的分叉结构，也就是树突，用来从其他神经元的轴突接收信号。
　　以上是所有神经元共有的特征，而人体内的神经元其实是多种多样的。
感觉神经元能够感知压力、温度以及疼痛，并将这些信号发送至大脑，这些电化学信号会告诉你
：&ldquo;快松手！
杯子太烫了，还不能碰。
&rdquo;　　运动神经元将来自大脑的信息传递给肌肉，指示手臂行动，比如立刻将杯子放下。
　　还有一种名为中间神经元，它们负责协调感觉神经元与运动神经元，并且保持二者通信顺畅。
事实上，大脑里的神经元都是中间神经元。
而它们的形态也并非千篇一律，某些只有一两个树突，而另一些拥有的树突数以千计。
　　前沿资讯　　脑科学家正在研究促进神经元生长的因素。
目前，已研究发现一些有助于轴突延长的物质，也发现了脑细胞长出新树突的方式。
最终，这项研究不仅要探明胎儿及婴儿大脑中神经元的发育过程，还有助于治疗老年痴呆症等神经元
病变或受损的疾病。
事实上，研究人员已经设计出一些合成物质可以促进新脑细胞的形成。
　　相关趣闻　　没有人知道人脑中究竟有多少个神经元。
（想数数看吗？
）但许多专家估计这个数目在1000亿左右。
如果将所有这些神经元的细胞膜全部铺展开来，能覆盖四个足球场（当然，这样踢球的时候就要小心
了）。
　　人体中最长的轴突能从脊髓一直延伸到脚趾，长达1米以上。
而在长颈鹿体内，同类型轴突的长度甚至有5米左右。
　　神经元小得不可思议。
就平均而言，数万个神经元加起来才有一个针尖大小。
　　1.2神经通信　　基础知识　　研究单个神经元没有什么意义。
关键在于，一组神经元所完成的事绝不等于这些神经元单独完成的事的简单相加。
一组神经元聚集起来，就可以形成信息在各个细胞之间持续传递的大型网络。
神经元由树突接收一系列正信号和负信号，这些信号之和决定了沿轴突传导出去的电荷，这种传递方
式就像露天看台上的球迷制造人浪的方式一样。
　　轴突本身的导电性并不好，甚至还不如家用电线。
但是许多轴突会被髓鞘包裹，这种能使轴突与周围绝缘的脂肪层，可以促使电荷快速地传过整根轴突
。
一旦电荷抵达轴突末端，轴突就会释放一种被称作神经递质的化学物质。
　　神经递质被释放到神经突触中，神经突触是将两个神经元分隔开来的小间隙。
轴突在神经突触的一边，接收信号神经元的树突在另一边，神经递质结合树突上的受体，从而将信号
传递给接收信号的神经元，新的循环就会重新开始。
　　通过这种电信号（沿轴突传播）和化学信号（跨越神经突触）的结合，神经元不需要真正相互接
触就可以实现信号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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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沿资讯　　你现在已经掌握了神经元信号传递的基本知识，就不难想象将一个人造的神经元插
入两个真正的神经元之间的情况。
这恰恰是科学家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
他们制造出了微型芯片驱动的人造神经突触，它像神经元一样，受到刺激的时候会释放神经递质。
把这些人造神经突触移植到大脑里，理论上它们就可以与大脑中真正的神经元树突通信，和&ldquo;本
土&rdquo;脑细胞一样进行工作。
这其中蕴含的可能性是惊人的。
　　相关趣闻　　某些神经元只与一个神经元连接，而某些神经元会与成千上万的神经元连接。
　　某些生物体的神经信号传导速度能超过300公里每小时。
　　乌贼一流的（至少神经科学家是这样评价的）逃避反射是由一个完全没有髓鞘化的轴突控制的。
但是由于这个轴突非常粗，直径约有1毫米，电信号可以通过它迅速地传导，进而使得乌贼能够瞬间
逃离危险。
　　1.3神经胶质　　基础知识　　神经元和那些自大的名人一样，身边总少不了随行人员。
在大脑中，神经胶质细胞就扮演着随行人员的角色。
神经胶质细胞（Glial Cell），或称为神经胶质（&ldquo;glia&rdquo;在希腊文中是&ldquo;胶水&rdquo;的
意思），曾经一度未被重视，仅被当作大脑的胶体。
神经胶质于19世纪被发现，它是大脑中神经元周围起支撑作用的细胞。
　　几十年来，人们错将神经胶质当作神经元。
但与神经元不同的是，神经胶质不会产生电信号，因此科学家认为它们对大脑通信的影响不大。
然而，它们不发送脉冲信号并不意味着它们无关紧要。
如果说神经元是大脑中的首席执行官，那神经胶质就是它们的个人助理，为它们带来营养和氧气，保
护它们免受病原体的侵扰，并为它们保持一个适宜的环境。
总之，神经胶质无时无刻不在贴心地照顾它们，就差帮它们洗衣叠被了。
神经胶质也分为许多类型，各负责一项或几项功能。
　　新的研究表明，和许多私人助理一样，神经胶质的重要性也还没有获得足够的认可。
有证据显示，神经胶质并不只是单纯地接收神经元的命令，实际上，它们是在与之交流。
研究表明，神经胶质能够影响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并协助判定是否应增强这些联系。
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长时间被忽视的神经胶质可能在学习和记忆等基本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那么，正名之后的神经胶质又将演绎出怎样的故事呢？
　　前沿资讯　　干细胞很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发育分化为各种成熟的功能细胞，这使得它们成为修
复受损神经系统的重要不二选择。
现在，研究人员发现，神经胶质似乎具有相同的能力。
　　在一项研究中，科学家从人脑中提取了神经胶质，并将它们浸在含有多种蛋白质的培养基中培养
。
而它们被移植到小鼠的大脑之后，就发育成了健康成熟的神经元。
　　相关趣闻　　对许多动物大脑的研究已经表明，物种的进化程度越高，其大脑中神经胶质的数量
也越多。
　　爱因斯坦去世之后，科学家发现他的大脑中神经元的数目并无过人之处，但神经胶质的数量却多
得异乎寻常。
也许，他的进化程度高于我们普罗大众？
　　1.4脊髓　　基础知识　　脊髓是大脑接收和发送信息必经的也是唯一的高速公路。
运动神经元将大脑指令通过脊髓传递给肌肉，而感觉神经元则将信息经由脊髓发送回大脑。
脊髓也由神经元组成，由坚硬的骨头构成的脊椎包裹并保护着这些精细而纤弱的神经。
　　脊髓一旦损伤，将很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这是证明脊髓极为重要的最佳证据。
如果说脊髓是连接大脑的高速公路，那么脊髓损伤无疑相当于这条高速公路上唯一的桥梁坍塌了。
这时，双向的信号传递都会停止，从而导致瘫痪：大脑不能对四肢发出指令，也不能接收四肢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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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刺激。
　　脊髓受损的部位越高，后果就越严重。
胸段脊髓受损一般会使双腿瘫痪。
颈段脊髓受损则会令四肢都瘫痪，而高颈段受损甚至会影响呼吸等基本功能。
克里斯托弗?里夫[1]曾遭受过高颈段脊髓损伤，使他不能自主呼吸，至少一开始是不能的。
这位现实中的超人依靠顽强的毅力逐步恢复了一些功能，最后可以脱离呼吸机自主呼吸一小段时间。
　　前沿资讯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脊髓损伤患者不可能实现任何实质性的康复，都只是鼓励他
们适应新的生理限制。
但是现在，科学家证明这种宿命论是错误的，许多患者都能够重新获得或者至少恢复一部分运动能力
。
　　一项严格的康复训练显示，只须遵照医师的指导在跑步机上慢步行走，就能够提高患者的步行能
力。
科学家相信，这种恢复训练可以加强神经和脊髓之间的联系，从而维持并重塑重要的神经回路。
　　相关趣闻　　人类和长颈鹿都拥有7节颈椎。
但是长颈鹿各节颈椎的长度都接近0.3米。
　　人类脊髓的总长度大约为0.45米，比脊柱略短一点。
　　1.5脑干和小脑　　基础知识　　脑干虽然不是神经系统中最有魅力的部分，但也是最重要的结构
之一。
与脊髓顶端相连的脑干，控制着一些基本的生理活动，这些生理活动都是非意识控制的，比如心率和
血压的维持、呼吸的调节以及消化的控制。
　　脑干同时还负责维持警觉和意识的水平。
这项任务要求它即时过滤不断涌向大脑的感觉信息，以便我们决定把注意力投向哪里，以及可以放心
忽略哪些信息。
另外，控制头部、面部、颈部基本动作的颅神经，也是脑干的一部分。
　　小脑位于大脑底部，脑干后方。
实际上，它看起来就像大脑的缩小版：一样的皱褶、半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事实上，小脑就
是&ldquo;体积较小的脑&rdquo;）。
不过，与&ldquo;大脑&rdquo;广泛涉猎多种职能不同，小脑则专职感应身体的各种状态，包括运动状
态以及身体在空间中的方位等。
　　小脑负责身体的平衡感（或失衡感），使我们小酌几杯后保持直立（或者卧倒）。
小脑通过持续的反馈回路接收当前身体活动的信息，并辅助协调下一个动作。
所以，出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带上它。
　　前沿资讯　　吃、喝、拉、撒（没错，包括撒尿）都是非常基本的活动，脑干中有一种特殊的机
制使人即使在遭受剧烈的疼痛时也能够完成这些活动。
根据一项最新研究，脑干可以让动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感觉不到疼痛，以完成那些对它们生存而言至
关重要的活动。
　　研究人员是通过一个实验发现这一现象的。
他们将老鼠放入底面发烫的笼子里，这种温度足以让它们感到疼痛。
通常情况下，老鼠会抬起爪子远离灼热的笼底；但是当它们迫切需要进食的时候，脑干就会积极地抑
制疼痛，让这些啮齿类动物能够把爪子放到灼热的笼底上，直到它们获取了一定食物。
　　相关趣闻　　尽管情感是在更高级的大脑神经中枢生成的，但正是因为包含了颅神经的脑干，你
才能让肌肉做出一系列复杂的动作，最终在脸上绽放出笑容。
　　小脑只占脑总体积的10%，但包含了超过50%的脑神经元。
　　嗜酒是导致小脑损伤的常见原因。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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