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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大脑为何能处理如此

海量的信息! 这个问题一直成谜"

最近# 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家的相

关研究取得新突破 " 他们发现 $

在人脑的深处有一个叫做丘脑枕

的区域$ 它就像个信息 %总机操

作员&$ 负责将外界的刺激信息分

类整理' 研究人员指出$ 这一发

现有望为因注意力缺乏而导致的

紊乱类疾病带来新疗法$ 如注意

力缺陷多动障碍( 精神分裂症等"

另一项新研究则指出$ 人在睡眠

时事实上也能有限度地进行学习"

大脑处理信息有哪些奥秘! 一心

多用可能吗! 我们走访相关专家$

解读这些新鲜有趣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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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清醒时! 会听从以丘脑枕为

主导的 "总机操作员# 的指示! 对信息

进行处理$ 那么在睡眠中! 人脑是否处

于一个相对 "休眠% 的状态呢& 科学家

们近期也有新发现$ 以色列魏茨曼科学

研究院已通过实验证实! 在睡眠中学习

存在可能性$

研究者
7839 :3$# ;3+<&

和他的团队

对志愿者做了睡眠学习实验' 让他们在

放有气体并伴随着音调的环境中睡眠 !

很快! 他们就对应气体及其音调做出了

相似的呼吸节奏$ 这些固定搭配的音乐

和气体有几点优势! 它不但不会唤醒熟

睡的人! 而且能在人们熟睡时推动大脑

的进程甚至反应$ 研究者发现! 在实验

中! 大脑在沉睡时比在清醒时会做出更

多行为' 当闻到香味时人们会深度呼吸!

而对于难闻的气体则会停止吸入$

研究者分别对志愿者睡眠和清醒时

的呼吸变化做了记录! 这种情况看似简

单! 但是却关联着我们大脑更高级的区

域! 包括大脑中有助于记忆形成的海马

体$

志愿者被安排在特殊的实验室进行

实验! 睡眠被全程监视$ 在他们熟睡中!

不同的音调会伴随不同香臭味的气体响

起 $ 在一个愉快气氛下的气体转换后 !

音调也会改变$ 通过一晚关联实验的加

强! 志愿者会随着音调做出不同深浅度

的呼吸! 仿佛气体还在一样$ 次日! 醒

来的人们在没有气体的伴随下再次单独

听音调! 虽然他们对前晚的音乐毫无意

识! 但他们的呼吸方式却令人惊讶' 当

前一天晚上伴随香气的音调响起时! 人

们会做出深度呼吸( 反之! 那些伴随臭

气的声音响起! 他们的呼吸就变得尤为

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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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界! 当属海豚的睡眠方式最特别'

一半大脑休息! 另一半照常感知周围情况$ 而

人类的大脑在不同的睡眠阶段! 也拥有不同的

信息处理能力$

)人的睡眠阶段分为慢波睡眠和快动眼睡

眠! 它们在整个睡眠过程中多次循环和重复$

慢波睡眠的行为表现主要是循环系统* 呼吸系

统和交感神经的活动水平均降低! 且唤醒阈的

变化与脑电所显示的睡眠深度相一致( 快动眼

睡眠的主要特征是眼球快速运动以及呼吸不规

则* 血压升高* 心率加快! 此时的唤醒阈较慢

波睡眠时高$% 中山大学神经领域专家信文君

教授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如将受试者在此时期

唤醒! 大多诉说正在做梦! 而在慢波睡眠期被

唤醒则没有做梦! 这表明快动眼睡眠期间! 至

少有一部分神经元是活跃的$ 因此有研究认

为! 快动眼睡眠期大脑的不同部位仍对接受的

信息进行加工处理! 因而有利于记忆信息的储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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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验! 研究者们认为! 人脑在睡眠中

不仅会获取新信息! 并且会在清醒后无意识地

改变行为$ 但人类在睡眠中的这种信息处理能

力是有限的$ 对于一名英语学习者而言! 是否

能够通过在睡眠中收听单词拼写录音! 而在醒

来后记住那些单词& 信教授的答案是否定的$

+学习英语这类活动是一个高级的条件反射!

它需要个体有意识地去主动建立条件反射! 睡

眠中收听单词是被动过程! 因此不可能在醒来

后记住那些单词$ 在睡眠中听单词是一种信息

刺激! 它是否会在大脑中形成痕迹! 还需进一

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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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都曾有过 "一心多用% 的经验$ 其

实这并不是一种 "特殊本领%! 对于神奇的大

脑而言! "一心多用% 其实存在一点小 "猫

腻%$ 大脑同时做两件事其实只是一种幻觉!

是前额叶快速地不断从一件事转换到另一件

事$ 这些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这个时间的

数值可以通过练习来缩短! 但最终不能缩短到

任意小的数值$ 因此! 两件事情 "同时进行%

的真相是大脑在两个事件之间作出迅速转换$

那么! 究竟是 "谁% 在暗地里操控大脑信

息处理的转换! 以及安排信息处理的先后顺

序& 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们最近揭开了这个

谜底$ 他们发现人脑中一个名为丘脑枕的区域

在扮演 "总机操作员% 的角色! 以确保其他区

域中外部信息的传播! 对人的行为起关键作

用$ 这个发现很有趣!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 例如当我们走在一条繁华的马路上! 周围

充斥着各种声音和画面! 大脑这位负责任的

"总机操作员% 会在如此喧闹的环境中及时屏

蔽其他信息! 将人的注意力锁定在一些危险或

突发的情况上,,,无论是擦肩而过的车辆! 还

是迎面而来莽撞的行人! 确保你能够及时地闪

避$ 这些当然都是 "总机操作员% 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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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教授介绍! 大脑 "总机操作员% 丘脑

枕! 实际上是丘脑的一部分$ "我们都知道

丘脑是感觉信息传入高位中枢最终的中转

站! 不同的感觉信息在此处被加工处理! 并

最终传入到终端! 形成不同的感觉$ % 因

而! 丘脑枕扮演 "总机操作员% 的角色是不

难理解的$

然而! 就丘脑枕本身而言! 它也分成好

几个部分! 可能每一个部分的作用不尽相

同$ "我认为丘脑枕不是唯一的 -总机操作

员.! 在大脑中一定还有其他的核团能够起

到相似的作用/% 信教授说! +举个经典的

例证! 多年来! 人们一直认为大脑腹侧被盖

区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在各类药物成瘾中起关

键作用! 因此人们设想如果将大脑腹侧被盖

区切除就应该可以治疗成瘾或者就不会成

瘾! 但现实是切除腹侧被盖区的患者成瘾症

状并没有解除! 这表明脑内一定还有其他核

团参与了成瘾的形成$ %

当我们清醒时! 总会有海量信息在冲击

五官! 从而形成各种感受$ 于是我们感到好

奇! 当大脑因为信息太多而无法同时做详细

的处理时! 它会如何进行判断&

信教授表示! 出于本能! 大脑会优先处

理关乎生存的信息! 比如危险信息或者有利

于生存的信息! 这应该是信息处理的基本规

律$ +现实中是不太存在大脑因为信息太多

而无法同时详细处理这种情况的! 因为每时

每刻进入大脑的信息非常多! 其中绝大多数

无用的部分都会被自动屏蔽掉! 这些无用的

信息并不能形成有效的神经冲动$ % 只有

那些对个体发展有用的信息才能诱发动作电

位! 从而使信息传入到高位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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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教授表示! 对于注意力容易分散或总

是无法集中的人群而言! 除了外界客观原因

的影响之外! 也与自身生理原因 0神经系

统1 相关$ +自身生理原因 0神经系统1 一

定是注意力容易分散或总是无法集中的一个

重要原因! 比如小脑发育不良即可导致注意

力缺乏$# 他说! +脑损伤或者大脑某些领

域的异常也一定会对人的行为有所影响! 比

如很多脑肿瘤患者会出现步态不稳* 记忆力

下降和性格突变等症状$ #

通过实验研究! 能帮助人类进一步了解

大脑如何进行信息传输! 最终的研究结果将

服务于人类$ 信教授同样认为! 神经科学的

本质就是揭示大脑如何传输信息! 最终解决

所有神经系统疾病$

)据 *半岛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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