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预计进行 15 个月的乐山大佛胸腹部

开裂残损区域抢救性保护前期研究及勘测工作

正在进行。

作 为 世 界 现 存 最 大 的 石 刻 佛 像 ，乐 山 大

佛 开 凿 距 今 已 有 1300 多年历史，常年受到风

雨 、植 被 等 侵 蚀 ，也 留 下 诸 多 文 物 保 护 方 面

的“谜 题 ”，比 如 覆 盖 在 大 佛 额 头 及 两 侧 脸 颊

的 大 面 积 黑 色“ 疤 痕 ”究 竟 是 什 么 ？ 大 佛 诞

生 之 初 就 在 螺 髻 耳 部 、胸 部 设 有 排 水 槽 和 排

水 廊 ，为 何 经 过 历 代 多 次 维 护 后 ，至 今 仍 旧

面 临 渗 水 导 致 胸 部 开 裂 ？ 此 次 大 佛“ 体 检 ”

的项目负责人、中铁 科 研 院 西 北 院 文 保 中 心

副 主 任 孙 博 ，首 次 向 科 技 日 报 独 家 揭 示 上

述 谜 题 。

渗水还是炭黑？
大佛“花脸”缘于生物病害

“作为自古至今吸引游客目光的大佛，游

客们近年来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大佛的脸怎

么‘花了’？这也是大佛管委会最想知道的问

题。”孙博说,走进大佛不难发现，大面积黑色

“疤痕”覆盖在大佛额头及两侧脸颊，这究竟是

什么原因呢？

他说，此前文保界有多种猜测。首先，有人

怀疑是重做的大佛发髻里含有碳，经水流冲刷

后，其中炭黑下流到大佛面部造成花脸；还有人

说是雨水渗透后，大佛面部岩石上形成了水锈

结壳，呈现深色状。

“其实都不是。”孙博说，“体检”中施工人员

搭建脚手架走近大佛后，经初步勘探，得出结论

这是“生物病害”，即主要是地衣、苔藓和其他生

物藻类、霉菌造成的。

孙博说，大佛的头部和胸部都有保护层，最

近一次保护层是在 2001 年添加，但保护层上附

着有毫米级的泥土，这些泥土已足够苔藓类植

物生存。“因为当地降水充沛，植物生长季节性

比较明显。降水丰沛时它会变成绿色继续生

长；雨水稀少时，它进入休眠期或死亡就会发

黑，让大佛成了‘花脸’。”孙博说。

那么怎么处理呢？孙博说，由于植物根系

吸附能力比较强，传统的物理修剪方式往往治

标不治本。“就像胶水粘的信封，你直接撕开连

信封也会撕破，但放在杯子上熏一会儿，操作

会更简单。”他说，如果“暴力破解”很可能连植

物带着大佛表皮岩层一起撕开，到时候花的更

难看。“我们推荐蒸汽法或土壤改性。”前者可

以通过软化植物，减少植物分泌的酸与大佛表

层碳酸钙的粘连；后者可以直接调整植物的生

存微环境。

有保护还“胸裂”？
岩体隔水层令涂层粘性消失

近期乐山大佛被发现胸口岩石开裂，而岩石

起鼓开裂，均是渗水造成的温度差、湿度差所引

起的。其实在建成之初，人们就在大佛的螺髻耳

部、胸部等修建了排水槽、排水廊道，而且在上一

次的修缮中还给大佛胸部涂了保护膜，为什么大

佛的胸口还是因为渗水而起鼓开裂了呢？

此次勘探中，孙博团队对渗水的原因有了新

的发现：大佛主体结构是在凌云山沿天然山体上

凿刻的，从上到下整体是砂岩结构，但不同的砂

岩层之间又有 30 厘米至 50 厘米厚的泥岩夹层。

“砂岩渗水性很强，但泥岩则相对较弱，那么泥岩

夹层就变成了相对的隔水层。”孙博说，“很多人

觉得奇怪，大佛身上及周边岩石上的植物，为什

么呈一条线直线横着生长？这正是岩体中存在

利于植物生长的隔水层的证明。”

他指出，水在隔水层中堆积后，又受到了大

佛外壳的阻碍无法排出。“过去大佛的涂层材料，

渗透系数可能太小了，水在里面泡着，外面又干

燥，涂层的粘性就会消失，从而导致大佛表面开

裂、隆起。”

乐山大佛“花脸”“裂胸”，谁在作怪

据国外媒体报道，目

前埃及考古学家称，在新

发现的古墓里，发现了几

十具木乃伊猫和一组罕

见的圣甲虫干尸。

这是过去 6个月在开罗南部塞加拉古墓区乌瑟卡夫王金字塔综合

体边缘发现的 7座古墓之一，也是迄今在该地区首次发现圣甲虫干尸。

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是为了转世再生保存尸体，而动物木乃伊则

是用于宗教祭祀。

十分罕见
埃及发现圣甲虫干尸

奇观

最近，2018 年年度天

气摄影师大赛作品公布，

照片包括英国城市黑潭

电闪雷鸣的画面、美国大

峡谷双彩虹和亚利桑那

州的沙尘暴天气等等。据悉，2018年年度天气摄影师大赛由英国皇家

气象学会和 AccuWeather 联合举办，大赛通过摄影师提交的作品向人

们展现了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神奇壮观的天气现象。

神奇自然
摄影赛展现壮观气象

意 大 利 庞 贝 考 古 公

园方面近日宣布，考古学

家在庞贝古城第五区发

现一幅罕见壁画，上面描

绘的是古希腊神话“丽达

与天鹅”的场景。讲述了宙斯化作一只天鹅引诱斯巴达国王廷达瑞俄

斯之妻丽达的故事。

该壁画色彩丰富，表现直白，尽管这在古罗马时代开放的艺术表达

中并不稀奇，但这幅壁画仍被认为是庞贝古城“独一无二的发现”。

公元 79 年，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爆发，位于其山脚下的古罗马城市

庞贝被掩埋在 4 到 6 米深的火山灰之下。庞贝古城是意大利目前保存

最为完整的古罗马城市遗址，也是该国人气最高的旅游胜地之一，1997

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独一无二
庞贝壁画重见天日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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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岁 摄 影 师 Bori

Bennett 在墨西哥金塔纳

罗奥州的世界上最大的

水下洞穴潜水时，拍摄到

一组魔幻如世外异境的

震撼画面。只见一名潜水者在漆黑的水中徜徉，阳光从洞穴顶部倾

泻而下直插洞穴深处，仿佛玛雅文化中的“冥界通道”。这个洞穴全

长 347 公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水下考古遗址，可以揭示古代玛雅文

明失落的秘密。

“冥界通道”
水下洞穴蓝光倾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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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多个日夜坚守，她用母爱唤醒植物人儿子；
继母照料植物人儿子10年,如今他已能与人交流；
……
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植物人醒来的报道见诸报端，但是这

些植物人到底是因为什么苏醒的，为什么同样是植物人有的
能醒有的就不能，至今还难以很好的解释清楚。长久以来，
如何唤醒植物人的问题就像个谜一样一直困扰着神经科学
研究人员。

“植物人又称植物状态、睁眼昏迷，实际上

就是人活着像植物一样，除保留一些本能的神

经反射和基本的新陈代谢外，丧失了与外界沟

通的能力，没有了意识和思维能力。”中国康复

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神经康复三科主任、主

任医师张皓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植物人或植物状态是严重脑损伤后出现的

一种特殊意识障碍。不同于昏迷病人，植物人

具有正常的睡眠觉醒周期，但睁眼时与外界无

法进行语言或其他方式的有效交流，只可能存

在轻微的疼痛或者听觉惊吓等反应。目前医学

上将一部分意识水平稍好于植物状态的病人称

为最小意识状态或微意识状态，这类病人可能

存在稍好的反应，比如有表情、发声、视觉追踪、

听觉和疼痛定位等，但仍然无法进行语言交流

或者正确使用物体。

与此同时，植物人也与脑死亡不同，植物人

的脑电图显现脑细胞活动的迹象，而脑死亡的

脑电图则呈一条直线。

在张皓看来，虽然国内外都有植物人苏醒

的新闻见诸报端，但是真正的植物状态苏醒过

来的几率是非常低的。“相比医生眼中的植物

人，公众所说的植物人的概念可能更广一些，有

些昏迷病人或最小意识状态的病人醒过来，也

可能会被看作植物人苏醒。事实上，真正的植

物人，特别是持续植物状态的病人醒过来是非

常困难的，持续植物状态的时间越长，病人醒来

的几率也就越低。但是，对最小意识状态的患

者，很多通过规范治疗，唤醒机会明显高于植物

状态的病人。”张皓说。

据有的研究统计，如果病史在半年之内，病

人苏醒的比例大概在 6%左右；如果是超过半年

不到一年，病人苏醒的比例就降到 3%左右；如

果超过一年可能就更低了，也就是 2%左右。

所以，那些植物状态几年甚至十几年苏醒

的事件，真的堪称奇迹了。

真正的植物人苏醒非常困难

女子车祸后成了植物人，被打麻将的声音唤

醒；小伙熬夜上网变植物人，百元钞票将其唤醒；

女生变植物人，医生在舌尖滴醋将其唤醒……这

些唤醒植物人的奇葩方式真可谓是“脑洞大

开”，为了让植物人醒来，医生和家属也尝试了

各种方法。但是每个植物人的情况不一样，医

哪种唤醒方式最有效很难说清

影视作品中经常有处于植物状态几年甚至
十几年的病人醒来的桥段，可能有些人会认为，
植物人在被唤醒之后，就会像正常人一样，能够
聊天，可以走动。但实际上医学上的“醒来”与
普通公众想象中的醒来是两回事。

“其实，医学上的醒来可能只是对外界的反
应更强烈而已，病人可能从一个对外界刺激完
全没有反应的状态变得有所反应。比如，在听
到亲人的呼唤以后会追着声音去寻找。也就是
脱离植物状态往清醒上过渡，但是病人的反应
还很微弱，对语言的理解也很弱。虽然此时病
人只有微弱的意识，但跟完全没有意识的植物
状态相比，已经有了本质的飞跃。”张皓说。

那么，判断植物人是否恢复意识的最重要
的证据是什么呢？科学家发现，那些最终摆脱
植物状态得以康复的病人，最初表现出来的意
识是非常微弱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慢慢明显

起来。一开始，病人也许会有意识地对周围环
境刺激做出一定的反应，但仍然无法表达语言
和交流思想。这种状态医学上一般叫“微意识
状态”，意思是说病人只有微弱的意识。

判断一个病人的意识有没有恢复，需要临
床的准确判断，并结合脑电图、功能核磁共振等
辅助诊断方法。

植物人醒来后能恢复到什么状态，还得看
后续的康复和治疗。很多患者从植物人恢复到
重度残疾，就很难再恢复了。一般来说，昏迷的
时间越久，残疾的程度越重。现实中也有很多病
例，虽然病人醒来了，但是留下了严重的并发症
和功能障碍，导致无法自理，生活质量极差。“从
经验看，昏迷6个月以上才醒来的患者，最终恢
复程度可能就是重残。当然，患者从植物状态也
有恢复到正常状态的，但绝大多数是早期就醒来
的，因为这些患者一般伤得较轻。”何江弘说。

医学上的“醒来”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生只能依据病人情况，有个大体的治疗方案，但

是具体到什么样的方式对病人唤醒最有效，还

真是谜一样的存在。

专业上，植物人唤醒又被称为意识状态的

恢复，只有通过积极的治疗和康复，并运用各种

可能有效的手段，才能增加意识恢复的概率。

“截至目前，植物人的促醒是没有特效方法的，

临床上也是多种方法综合应用，比如药物、各种

声光电磁的刺激、高压氧治疗、音乐治疗、中医

中药治疗等，疗效也是因人而异。”张皓说。

声光电磁各种物理刺激是临床上植物人促

醒常用治疗方法，治疗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各种

刺激对身体器官和脑组织施加持续干预，使神

经细胞恢复原有的活力和功能。而高压氧治疗

则是用高压的方式给植物人体内打进氧气。“让

每个细胞的环境变得很好，相当于施肥，有利于

增加血流代谢和新的神经递质。”陆军总医院附

属八一脑科医院二区主任何江弘表示。

除了这些传统的治疗手段以外，现在对于

植物人的唤醒又多了一种方法——艺术唤醒。

“艺术唤醒目前来说在临床上还是一种较新的

方法，也是一些有志之士在这个领域进行的积

极有效的探索，并且有过成功的病例报道。”张

皓说。

她表示，艺术唤醒里边涵盖了我们临床用

的一些听觉刺激和视觉刺激。实际上音乐治疗

已经很早用于临床促醒，国内外都有一定的研

究，尤其通过让病人聆听熟悉的音乐，通过监测

脑电图和功能核磁共振，发现有些病人的某些

脑区会被明显激活，证明治疗是有效的。通过

视觉刺激或者视觉、听觉同时刺激的艺术唤醒

方法，也是目前值得积极去探索的治疗手段。

但是这种治疗手段没有做过真正的临床实验，

也没有一些很客观的统计。

植物人被唤醒是触碰了哪道植物人被唤醒是触碰了哪道““开关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