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与生活
操作设备“扫一扫”、学习业务“扫一扫”，

甚至日常管理也都“扫一扫”。走进南昌铁路

局鹰潭工务机械段机械维修五车间W502班

组，无处不在的“二维码”会让你眼前一亮。

W502班组现有职工 22人，平均年龄只

有24岁，承担赣闽两省铁路线的捣鼓和养护

任务。班组配有2台捣稳联车。这车有两个

火车头一般大，内部零件设备非常多，尤其司

机操作面板上的按钮、指示灯密密麻麻，操纵

台下的线路就像蜘蛛网。有经验的老师傅要

熟悉掌握捣稳联车，没有个三四年，很难拿下。

对于初学者，要想短时间上手，怎么办？

班组的年轻人想到了利用“手机+网络”的捷

径。他们将捣稳联车的操作指南、设备调试、

维护保养、应急处置等业务知识、技术要求做

成“二维码”，贴在车上相应位置。操纵人员只

需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就能快速、精准地

获取相关信息，驾驭捣稳联车变得娴熟自如。

小小“二维码”让这些年轻的铁路大机人

尝到甜头。他们将“二维码”应用到工作、生活

的方方面面。过去业务学习，这些大机人总

是独自“啃”一叠叠厚厚的书本，枯索乏味。如

今，想要学什么，扫一下相应的“二维码”，知识

轻轻松松就到手机上来，好似电子笔记。

铁路大机人的“二维码”生活
王荣翔 周祥清 本报记者 寇 勇

■生活风向标
科技日报讯（记者付毅飞 通讯员马思

宇）记者 8 月 25 日从中国航天科工二院获

悉，该院 706 所基于物联网、GIS 地理信息、

北斗卫星定位、3G 无线传输等前沿技术，近

日成功研发出一款新型公务车管理系统，具

有车辆行踪可视化、车辆调度合理化、车辆

运维智能化、统计分析直观化等特点。

该系统可通过车载北斗终端实时上传

车辆定位信息，管理人员可以直观地看到车

辆行驶轨迹及所在位置，并标注车辆状态、

行驶时间、行驶方向等基本信息，以实现对

车辆实际行驶路线的有效把控；该系统能够

将以往传统的电话调度模式转变成可视化

调度，管理人员可实时掌握车辆状态，进而

及时调用最合适的车辆，减低损耗，提高效

率；系统提供了信息提醒及预警功能，可及

时提醒车辆保险、保养、年检等相关事项；当

实际行驶的油耗超过理论油耗后，系统将自

动发出预警信息，杜绝偷油、公车私用等现

象发生；系统将对车辆运行的详细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并生成图、表结合的数据报表，管

理人员可多维度查看每辆车的总体运行费

用、行驶里程，车辆油耗、维修次数等数据，

为其进行相关决策时提供可靠依据。

新型公车管理系统高效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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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砂锅
继《冬 天 里 的 一 把 火》《最 炫 民 族 风》

《江南 Style》之后，最近，由筷子兄弟创作的

新曲《小苹果》全面爆发，成为脍炙人口的

又一神曲。一遍会哼、两遍会唱、三遍脑子

里就会自动播放了，而且还是长时单曲循

环，无论吃饭睡觉，它都成了挥之不去的旋

律。有研究人员把这种现象叫做 earworm

（耳朵虫）。

“耳朵虫”一词是从德语单词 Ohrwurm

直译过来的，指歌曲或其他音乐作品的某

个 片 断 不 由 自 主 地 反 复 在 某 人 脑 子 里 出

现。2007 年神经科专家奥利弗·塞克斯针

对 这 一 现 象 提 出 了“ 不 自 主 的 音 乐 想 象

（Involuntary musical imagery）”的概念：某些

音乐片段能激发脑部的不正常反应，这些

不正常的反应就像皮肤上的瘙痒，让脑子

不断地注意这些音乐，结果只能是越痒越

挠、越挠越痒，让人忍不住回想这萦绕在心

头的旋律。

所谓洗脑神曲，真的是歌曲本身合人胃

口？还是另有奥妙？

“神曲”都有共同特征

两百多年前奥地利音乐大师莫扎特的

C 大调作品第 K. 265/300e（国内称“小星星

变奏曲”）穿越两个多世纪到现在还在对世

界各地的人们“洗脑”。在国内，1987 年春

晚费翔唱的那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在当

时可谓洗遍男女老少之脑，而在事隔 26 年

之后的 2013 春晚上被再度演唱，依然不减

当年火力。

简单强烈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明快

的曲风、周期性重复强调主题乐句，再加上病

毒式营销的推广方案，这些似乎构成了“神

曲”共有的特征。

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部负责人方礼君

从乐理角度对“神曲”进行了一番分析：“一

般舞曲都是四三拍的，相对复杂，但‘神曲’

一般都是四四拍或者四二拍，‘咚咚咚咚’，

节奏的律动感更强，也相对简单，特别容易

带动情绪。”

辛辛那提大学的市场学教授詹姆斯·凯

拉瑞斯统计过一个“耳朵虫”排行榜，其中高

居排行榜前列的歌曲大多具有强烈的节奏，

而且音乐的主题周而复始地持续出现。英国

雷丁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毕曼的研究也有

着类似的结果，他发现“耳朵虫”旋律一般都

只是音乐中的一小段，其中 33%是经常“周而

复始”的副歌部分，27%是歌曲的其他部分，

只有 28%的情况重复的是整首歌曲。副歌部

分是设置歌曲高潮的地方，它同时具有“周而

复始”的特点，也就是说一般流行歌曲都能凭

借它的副歌部分成为“耳朵虫”。事实上，几

乎所有的歌曲都拥有“洗脑”的潜质，音乐创

作的规律决定了音乐天生具有成为“耳朵虫”

的基因。

多数人不会受“神曲”
困扰

作为人类一项正常的大脑神经活动，

“耳朵虫”可以发生在人一生成长的各个时

期，所有人都难免和它邂逅。那么，这种“不

自主的音乐想象”是否会对人的健康造成危

害呢？

“2008 年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他

们 给 11910 名 芬 兰 被 试 者 呈 现 5 首 熟 悉 的

歌 曲 ，结 果 发 现 ，在 两 个 月 的 时 间 里 ，有

33.2%的被试者报告每天都会想起那些音

乐片段，32.4%的被试者每周都会想起，累

计有 91.7%的被试者至少每周会体验到‘不

自主的音乐想象’。但事实上，少于 1/3 的

人才会受到‘耳朵虫’的困扰，大部分人的

生活并不会受到严重影响。”北京师范大学

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南

云教授指出。

如果出现了“耳朵虫”的困扰，“一方面，

我们可以利用‘消除旋律’，反复去听另一首

更强势的歌，它可以覆盖脑海中反复回响的

这一个。另一方面，根据自我控制的逆效应：

你越注意到它，想要删除它，它的效果越强

烈，给心理带来的影响也越严重。这时候，放

弃抵制，听之任之反而可能取到良好的效

果。另外，别让脑袋空着，转移注意力，做一

些中等占用脑力的活动，去读读书或者专注

地做别的事也是一种好方法。”南云指出，在

菲利普·毕曼的调查中，46.67%的人会选择听

或唱其他的歌来赶走“耳朵虫”，25.71%的人

会用读书，聊天等方法转移注意，另外 18.1%

的人则选择任由它而去，而效果最好的正是

“听之任之”。

可试用于语言学习

心理学家认为，“耳朵虫”现象和 19 世

纪德国记忆心理学家艾宾浩斯（著名的艾

宾浩斯曲线的创始人）提出的不自主记忆

提取现象有关。在我们的大脑中，信息往

往都是根据信息之间的相关性而存储的，

有一些提取线索一旦出现就会自动触发相

关的信息。

“耳朵虫”的发生与大脑记忆间的关系

错综复杂。虽然现代科学技术尚不能确定

“耳朵虫”背后的大脑机制，但“耳朵虫”无

疑是通往大脑记忆的一座桥梁。目前，各

大 语 言 培 训 机 构 已 经 在 利 用“ 耳 朵 虫 ”效

应，抓住歌曲连接大脑记忆的纽带，用音乐

与语言结合的方式探索更轻松高效的语言

学习方式，虽然这种尝试还在试验阶段，但

已经获得了语言学习者普遍的好评。简单

的事情重复做，是一种加强技艺的重要手

段，但是，重复做一件事对大部分人来说是

枯燥的。“耳朵虫”意味着被动、不由自主地

去重复，同时音乐又能有效规避这种重复

的枯燥。

《最炫民族风》《小苹果》这些歌曲很多人都会唱，它们也被人冠以“洗脑
神曲”的称号，那么这些洗脑神曲有何奥妙？请关注——

洗 脑 神 曲 为 何 传 唱 度 高 ？
本报记者 蒋秀娟 实习生 李香云

10种食物可养生
西蓝花——护肤
西蓝花不仅营养丰富、口感绝佳，

还是著名的“抗癌战士”，尤其是在防

治胃癌、乳腺癌、皮肤癌方面效果尤

佳。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能增强皮肤的抗损伤

能力、有助于保持皮肤弹性。

海带——护发
说起护发的食物，可能你知道得

很多，例如能令头发乌黑的黑芝麻，能

令毛发生长的生姜，或者是能令头发

闪亮的核桃等。而营养专家认为，经

常食用海带不但能补充身体的碘元

素，而且对头发的生长、滋润、亮泽也

都具有特殊功效。

香蕉——护腿
含钾元素丰富的香蕉是食物中排

名第一的“美腿高手”，它所含丰富的

钾元素能帮助你伸展腿部肌肉和预防

腿抽筋。排名第二的“美腿高手”是芹

菜，它有大量的胶质性碳酸钙，易被人

体吸收，可补充双腿所需钙质，还能预

防下半身浮肿。

鸡蛋——护甲
健康的指甲是粉红色的，因为有充

足的血液供应。若指甲变化异常，往往

是营养缺乏或其他潜在症状造成的。

而高蛋白饮食是维持健康指甲所必需

的，鸡蛋则是获得蛋白质的良好来源。

红薯——护眼
维生素 A 有“护眼小卫士”之称，

如果人体缺乏它，眼睛感受弱光的能

力便会下降，对黑暗环境的适应能力

也会减退，严重时容易患上夜盲症。

维生素 A是由胡萝卜素转变而成

的。除胡萝卜之外，红薯中也富含丰

富的胡萝卜素，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A，可以增进视力，而且常食红薯对皮

肤有好处。

菠菜——护脑
因拥有胡萝卜素以及超氧化物歧

化酶等成分的“还原食物”，可以阻止

脑血管的病变而保护大脑。哪些属

于“还原食物”呢？专家研究认为，菠

菜首当其冲。其次为韭菜、葱、豌豆

角、西红柿、胡萝卜、小青菜、大豆、蒜

叶等蔬菜，核桃、花生、开心果、腰果、

松子、杏仁等壳类食物，以及糙米饭、

猪肝汤等都值得你补脑时选用。

番茄——护肺
英国的最新研究发现，每星期吃

番茄 3 次以上可以预防呼吸系统疾

病，保护双肺免受细菌的感染。但番

茄红素的含量与番茄中可溶性糖的含

量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越是不甜的

西红柿，其中番茄红素含量越高。

深海鱼——护心
德国专家曾发布过这样一组实验

证明：坚持每日吃鱼 50 克 ，可减少

40%心脏病的发生，尤以吃深海鱼为

佳。鱼里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被俗

称为“好脂肪”，它们能担当天然抗凝

血剂的帮手，可降低血压、抑制心肌的

兴奋性、减慢心率，从而保护心脏。

甘蓝——护胃
甘蓝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佳

蔬菜之一，被誉为天然“胃菜”。患胃

溃疡及十二指肠溃疡的人，医生都会

建议多吃甘蓝。

黑豆——护肾
自古黑豆就被誉为“肾之谷”，而黑

豆从外表上来看，你会发现其形状与人

体肾脏相似。它们不仅味甘性平，中医

认为它还具有补肾强身、活血利水、解

毒、润肤的功效，特别适合肾虚者。

（上接第一版）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玉圣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对于存在抄袭、剽窃情况的“问题

论文”，在美国，一般是做撤稿处理，处理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公开声明撤稿和将其文本从电

子文献资源中撤销。

“这是学术界的公共问题，肯定要公开，要

让读者知道这篇文章有问题，以免被再度引

用。而且，这如同报纸发布更正一样，杂志发

现文章存在问题，自然也要使读者周知。”在刘

海龙看来，于艳茹论文抄袭证据确凿，作为编

辑部，只是公布他们认定的事实和处理方案，

“我们认为作为一名博士生、成年人，应该承担

起自己的责任，爱惜学术名誉”。

刘海龙透露了一个细节。刊发公告，在编

辑部讨论会议上并无异议。不过也有老师提

出，是否需要提前告知本人和所在单位。但考

虑到提前告知可能会给杂志带来不必要的压

力，《国际新闻界》选择直接刊登公告。

对此，杨玉圣表示，已发文章涉嫌抄袭、剽

窃等学术不端问题，做出处罚决定前究竟是否

需要与作者沟通，期刊界并无共识。“一般情况

下，不需要与作者先行沟通。”

近日，北京大学历史系相关负责人给出回

应，表示系里会组织有关专家对于艳茹的博士

论文重新进行核查，如有抄袭情况，一经核实，

将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高等教育研

究者熊丙奇认为，对此北大应该启动独立学术

调查，由校学位委员会对这名学生在求学期间

发表的论文，按学术标准进行审查。

严格审稿下的“漏网之鱼”

不过，翻译一篇 30 年前的论文，是如何通

过重重审稿关的？

《国际新闻界》的一位责编向科技日报记

者表示，该刊有严格的审稿程序，一些明显涉

嫌抄袭的论文在审稿阶段就会被退回，于艳茹

的论文算是“漏网之鱼”。

《国际新闻界》实行双盲匿名评审。作者

通过该刊网络投稿平台投稿，编辑部初审之

后，会以双匿名形式分发给两位审稿人进行同

行评议；若审稿人提出修改意见，作者参照修

改后上传修改稿及答辩说明；若两位审稿人意

见相左，《国际新闻界》将请第三位审稿专家评

审，并由编委会决定评审意见。

审稿人“推荐刊用”后，将由栏目主持、责

任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助理依次再度编审，

执行主编终审，全部通过后才会发表。也就是

说，一篇论文要见诸《国际新闻界》杂志，至少

需要闯过六道关卡，耗时 3个月以上。

刘海龙在微博上指出，于艳茹的题目在新

闻传播领域非常冷僻，国内研究很少，“杂志只

能做到有错必纠”。目前，学术不端论文检测

系统无法对翻译的专著文章进行比对。

事实上，这次事发就颇为偶然。

6 月中旬，国内一位从事历史方面研究的

教师在查阅资料时读到了于的这篇论文，而其

恰好读过 Gelbart 的原文。该老师发现，于艳

茹论文的行文与 Gelbart 一文大同小异，很多

一手资料的注释也并未注明是转引，于是向

《国际新闻界》编辑部指出；编辑部经过仔细比

对之后，发现于的论文几乎全文翻译 Gelbart

论文，判定其为抄袭。“如此大张旗鼓地抄袭已

发表论文在本刊还未有过，我建议严肃处理。”

该刊一位编辑接到举报后表示。

期刊公告抄袭行为有担当

为何类似公告会被认为“罕见”？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玉圣分析道，

学术界和期刊界，就总体而言，仍是“关系社

会”，尤其是著名学者与期刊之间的关系更是

错综复杂。某个作者发表的论文，若出现抄袭

剽窃问题，除了作者外，就期刊内部而言，涉及

责任编辑、主编的责任；就期刊外部而言，也会

牵涉审稿专家、该作者导师；就期刊本身而言，

亦属不光彩的“家丑”。因而大多数情况下，刊

物都做“鸵鸟”。“从这个角度说，《国际新闻界》

的通告是有学术担当的、了不起的学术行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也指

出，学术期刊公告已刊发论文存在抄袭行为，

很有意义，值得提倡：“在当前大环境下，多数

机构遇到类似问题都当‘鸵鸟’。发现一起，

公布一起，能够给心存侥幸者以警醒。如果

所有的学术机构都能如此，学术环境就能得

到净化。”

《国际心血管病杂志》编辑丁媛媛曾在《编

辑学报》上刊文指出，要将发布撤稿声明作为

营造良好学术生态，维护学术公平的有效手

段。对于学术不端的作者，撤销论文是一种惩

戒和教育；对于方法、结论不正确的论文，撤销

论文可以防止谬误流传。

发表于 2014 年 5 月《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的文章《中文学术期刊撤销论文研究》也对论

文撤销现象进行了关注。该文作者从 CNKI

数据库检索得到 83 篇撤稿声明，涉及 92 篇撤

销论文，撤销现象集中于 2007 年之后。作者

分析了这些论文的撤稿原因后发现，因学术不

端引起的撤稿占总比为 67.4%。但是，在 83 篇

撤稿声明中，只有 6 家期刊编辑提出了对作者

的处理办法，其余仅仅表示撤销稿件，没有其

他惩罚措施。

其实，早在 2008 年第七届全国综合类人

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上，50 家学术期刊

就发表了《关于坚决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联

合声明》。声明指出，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净化公共学术平台，维

护正常的学术环境承担着“不可推卸的使命

和责任”；并表示，凡被发现有任何一种学术

不端行为者，签署声明的刊物将相互通报行

为不端者的有关情况，并在各自刊物上对其

曝光，且十年之内拒发其任何文章。该声明

的发起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

认为，只要学术界行动起来，学术不端行为定

会无处藏身。

《国际新闻界》责编也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刊发公告，不是要推卸杂志未能发现抄袭论文

的责任，而是承担这份责任，并与学术共同体

一道，形成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的共识，

维护学术道德底线。

（科技日报北京8月27日电）

■画中有话
8月 26日，2014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大会以“创造无限机会 打造新时代经济引

擎”为主题，议题涉及移动互联、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大数据与云计算、可穿戴设备、智能交通、智能电视、O2O等
多个领域。图为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开幕式上演讲。 新华社记者 李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