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ABA 的 主 要 功 能 是 使 神 经 活 动 安 静 下

来。它真的是儿童发育关键期的启动者吗？通

过试验，科学家发现，正是这个神经递质给原本

乱作一团的婴幼儿大脑带来了秩序。

在婴儿最初的几个月里，大脑总是处于活跃

状态，所有的神经元——可称为兴奋性细胞，都

在无序地活跃着，就像一大群人，每个人都在杂

言乱语。只有关键期开启后，大脑中的一些连接

才开始显得井然有序。小清蛋白神经元释放出

GABA，使得兴奋性细胞安静下来，停止“说废

话”。GABA是通过延伸长长的、叫做轴突的“卷

须”，来实现这个过程的——轴突在兴奋性神经

元的细胞体（神经元的中心部位）周围，缠绕成篮

子样的形状，来压制兴奋性细胞的过度活动，从

而让特定细胞能够发出强烈而清晰的信号，达到

兴奋和抑制的平衡。

通过试验，研究者在啮齿类动物的视觉系统

中，非常详尽地观察到了这一过程。首先，研究

者通过基因改造来降低小鼠的 GABA水平，结果

关键期并没有如期开始；随后，向小鼠注射一种

类似于安定的药物——苯二氮卓来增强 GABA

信号，关键期就开始回归正途了。

动物研究已经表明，无论是基因紊乱还是环

境压力，都能干扰神经系统兴奋和抑制间的脆弱

平衡，并在错误的时间开启关键期。现在，研究

人员已经开始将以下方向列为研究重点：能否通

过纠正关键期的时间设定，重新实现大脑神经系

统的平衡，从而预防或者治疗自闭症、精神分裂

症或者其他神经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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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夫妻或

情侣相处越久，是不是越

有“夫妻相”？美国密歇根

大学进行了一项试验，将

1568 对夫妻分成两组进

行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

结婚不满 20 年或超过 50

年的夫妻，这些研究对象的面部特征确实越来越相似。

报道称，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生梅希亚在美国

老年学学会的年会上发表的研究结果指出，相处数十年的夫妻，在肾

脏功能、胆固醇指数及握力测试结果上，都有惊人的相似度。

梅希亚表示：“老化是情侣或夫妻间会共同经历的过程。他们生

活在相同环境中，一起对这样的环境进行评估，一同做出决定。”通过

这样的过程，两人在生理及心理上都会越发相似。

换句话说，由于夫妻拥有共同生活方式，所以在体重、用餐质量、

睡眠长度甚至表情及皱纹都会有相似之处。

已故的知名心理学家扎荣茨也曾经做过类似研究。他分析了多

对新婚夫妻及其结婚 25 年后的照片发现，婚姻生活越是愉快的夫

妻，其长相会越来越相像。他分析称，当两个人朝夕相处时，会相互

模仿面部表情。如果伴侣的其中一方笑口常开，另一人的嘴角也可

能出现笑纹。

夫妻相确有其事
婚姻生活越愉快

长相越相像

据国外媒体报道，对

动物界的大多数物种来

说，繁殖同时需要雄性和

雌性的参与。然而，生物

学家在南非发现了一个十

分独特的海角蜜蜂种群，

它们演化出了无需雄性参

与的繁殖策略。

大部分动物都是有性繁殖，需要雄性和雌性的共同参与。蜜蜂

通常也遵循这一规律，雌性蜂后产下的卵会由雄蜂进行授精。然而，

在南非的这个海角蜜蜂种群中，雌性工蜂可以产下带有自身 DNA的

卵，并且能发育成新的工蜂。这些工蜂还能入侵其他蜜蜂的蜂巢，并

继续以这种方式进行繁殖，最终完全占据新的蜂巢。这种行为被称

为“社会性寄生”。

来自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研究团队分析了该种群海角蜜蜂的全

基因组，并与其他种群进行了比较，试图了解这种无性繁殖背后的机

制。研究者马修·韦伯斯特说：“与其它非洲蜜蜂相比，海角蜜蜂体内

少数存在特定遗传突变的基因具有不同的发生频率。例如，影响细

胞分裂的基因突变就可以解释工蜂如何能产下能发育成新工蜂的

卵，即使这些卵并没有受精。”

南非海角蜜蜂
无性繁殖

谜底或是基因突变

据美国国家地理频道

网站报道，海洋摄影师蒂

姆·塞缪尔近期在澳大利

亚拜伦海湾自由潜水时发

现奇特的一幕，蒂姆拍摄

到一条黄色小鱼生活在透

明水母体内。

在蒂姆的海洋生物摄影工作中，从未拍摄到类似的场景，这令他

感到非常惊奇。小黄鱼的尾部露在水母末端之外，因此它能够推动

水母向前游动。大约 20 分钟，蒂姆发现小黄鱼和水母开始摆动，并

绕圈游动。小黄鱼破坏了水母的平衡，推动水母从一侧向另一侧游

动，其间这个“合体生物”曾停止游动了一会儿。

美国卡罗莱纳州大学副教授罗布·康登称，这很可能是一种水螅

水母，有许多生物与水母生活在一起，但是生活在水母体内的活鱼却

是非常罕见。对于这种类型“合体生物”的重要性，我们了解甚少，但

是水母很可能提供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使这条小黄鱼受益。

水母分类学家丽莎指出，这种生物结合方式“完全正常”，对于鱼

类而言，它可以利用水母进食、寻求保护和移动。

神奇“合体生物”
小鱼寻求庇护

藏身水母

延伸阅读

早在 2000 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我

们从小养成的习惯，造成的不是细微的差别，而

是迥然不同的差异。”

脑科学方面的最新发现为这句谚语注入

了新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

理解这句谚语。过去 15 年间，科学家对婴幼

儿大脑回路的形成，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由

此 开 始 探 索 ，如 何 利 用 这 些 认 识 ，来“ 修 补 ”

大脑回路，以治疗那些最严重的神经和精神

疾病。

时光倒流时光倒流，，
大脑能否大脑能否““返老还童返老还童””

在 大 脑 发 育 过 程 中 ，存 在 一 些 特 殊 的 阶

段——有些持续数月，有些持续数年——在这些

阶段，大脑会迅速构建出大量的正确连接，这就

是众所周知的关键期。关键期大多数发生在婴

儿时期，但也有些一直到十几岁才到来。神经科

学家已经确认了对视觉、听觉、语言发育及对各

种社会功能的形成至关重要的关键期。在关键

期，孩子的大脑就像与外部世界来了一场亲密的

双人舞，大脑中的分子根据来自外部世界的光子

和声波提供的线索，在脑细胞间构建并修整出新

的神经连接，这些新的连接会不断强化，并一直

保持，直到成年和老年。

如果关键期发生得太早或太晚，或是在该开

始时没开始，该结束时没结束，后果都将非常可

怕。儿童可能会部分失明，或者容易患上像自闭

症这样的疾病。比方说，如果婴儿一只眼睛患有

先天性白内障，看不到周围的事物，那么她这只

眼睛将可能永久失去视力，因为在视觉发育的关

键期结束后，脑细胞将无法正确地搭建连接。视

觉关键期从婴儿期开始，到 8 岁时结束，错过这

个阶段，这个孩子眼睛发育出正常视觉的机会将

极其渺茫。

最强大脑与世界亲密“共舞”

多年来，有关不明飞行物(UFO)目击事件的

消息一直在互联网上流传，相关报告从空中悬浮

的蓝光再到类似宇宙飞船的蝶形物体等等，不一

而足。

詹姆斯·奥伯格在上世纪 90 年代曾经在美

国宇航局工作，离开宇航局后他成为一名航天记

者和历史学者。他花费数十年时间对有关 UFO

目击事件的相关档案资料进行梳理研究，并于近

日在网上撰文专门对各种所谓目击事件进行了

分析。

他写道：“我们人体的感知系统在地球环境

下能够完美工作。但我们仍然是一个本地化的

文明。当我们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时，有些事

情就会变得让我们感觉困惑不已。”

奥伯格认为，人类知觉系统的设计是针对低

速运动物体、某些光线环境和特定大气环境的。

而当这些我们所熟悉和适应的条件发生改变时，

我们的知觉系统将产生混乱并做出强烈反应。

航天飞机旁的“头皮屑”
1996 年，美国宇航局执行 STS-75 航天飞机

任务，计划飞行 15 天，目标是携带一根长长的

线缆，其另一端绑定一颗卫星，用以检验太空

电导性。

但不幸的是，在任务执行期间，线缆断裂了，

于是它另一头的卫星也随之丢失了。但这其中

最奇怪的结果便是在线缆的旁边出现了许多悬

浮的小冰晶颗粒，远看几乎就像头皮屑，很多人

认为那看上去像是一大群 UFO。

奥伯格在个人网站上写道：“太空旅行的第

一原则是，从一艘飞船上脱离的物体一般都会跟

随前者一同飞行。它们一般会沿着一直线飞行，

除非它们遭受某种外力作用，比如地球大气层的

阻滞作用或是火箭发动机的喷射扰动。”

他进一步指出，一般情况下，冰常常是罪魁

祸首。他说：“一些飞船会通过冷却板蒸发水的

方式排除多余热量，这一过程中会向外抛出很多

细小的冰晶。”

暮光阴影
同 样 还 是 在 1996 年 的 那 次 任 务 期 间 ，航

天飞机上拍摄的录像显示在太空中出现了排

成一圈的神秘闪光。从公布录像中的大约 5

分钟处开始就能清晰看到，这引起了很多人的

各种猜想。

对此，奥伯格指出，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这些亮点并非什么从虫洞里冒出来，或者突然之

间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奇怪物体，实际上你可以发

现这些亮点不断地在航天飞机的阴影中进出。

他说：“可以注意到，这些亮点一般都出现

在每次轨道飞行中的某个非常特定的阶段，那

就是航天飞机刚刚从地球阴影中飞出，并沐浴

在阳光下的时候。拍摄这段视频的相机朝向的

是正在迅速后退的晨昏线，此时那些亮点突然

跃入镜头。”

在地球上，如果某个物体遮挡光线，它就会

在其背后的某个表面上投下一个阴影。因为在

太空中不存在这样的表面，因此航天飞机的阴影

一直是无法看到的，直到这些细小的碎屑物颗粒

从阴影中进出，时而被太阳照亮，时而被航天飞

机的阴影遮挡，于是产生出闪光的状况。而在晨

昏线附近，由于特定的角度关系，这样的现象比

较容易发生。奥伯格将此称为“暮光阴影”。

在奥伯格看来，关于 UFO 以及与之有关的

公众反应永远都是极具吸引力的话题。他说：

“有些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

蓝色光束
2015 年 11 月，美国加州的一些居民发现天

空中有一个奇怪的物体飞过，引发广泛关注。这

个物体似乎正在喷射出一道巨大而明亮的蓝色

火焰。这一场景让整个州陷入恐慌。

然而，奥伯格指出，这一蓝色光束实际上是

火箭飞行时产生的尾焰。我们平常见到比较多

的是飞机飞过之后留下的机尾云。相比之下，

火箭尾焰的外观是非常不一样的。火箭喷射物

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扩散，形成一个角度较大的

锥形。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火箭的高度足够高，那

么即便是在晚上，实际上这团喷射物仍然是可以

被太阳照亮的。这种现象在网上其实挺多见得

到，很多人会贴出晚上看到明亮物体的照片，远

看就像一团模糊的发光气体，实际上那是火箭或

者导弹尾焰反射高空阳光的结果。具体到加州

的这一事件，那是由美国海军的一次导弹测试产

生的。类似的场景此前也曾经在俄罗斯、澳大利

亚、中国或者加纳利群岛出现过。

（据新浪科技）

眼见不一定为实，UFO只是美丽的错觉？

童年是人一生中学习能力最强的阶
段，在这一阶段，大脑的可塑性极强。如
果大脑发育回到童年，或可为治疗成年神
经疾病提供新思路。

将那些在实验动物身上测试过的、雄心勃勃

的技术应用到病人身上，可能还需要数年，也许是

几十年的时间。不过目前，对关键期的研究已经

给神经类疾病的治疗带来了一些灵感，比如使用

已经上市的药物，来部分恢复成人大脑的可塑性。

研究人员希望达到的长期目标是，能够让生

物钟倒流，并且重启关键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

旧金山分校的一个实验室内，研究人员试图将胚

胎细胞移植到啮齿类动物中，从而令出生后逐渐

老化的成年啮齿类动物的大脑，重新产生能释放

GABA的小清蛋白神经元。移植之后，新的关键

期重新开启，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细胞移植

一个月后，新关键期才会开始，这表明关键期的

设定是由一组特异的基因控制的。当我们的实

验室删除这些定时基因后，甚至是正常的关键期

的启动都会被延迟。

另一个恢复可塑性的方法同样具有挑战性，

那就是去除阻碍关键期重新开启的阻碍物。调

控可塑性的一个靶点位于围神经网络（perineu-

ronal net）中，这个网络是由一些类似软骨分子

的分子构成的网格。围神经网络环绕在成熟的

小清蛋白神经元周围，促使关键期结束，并由此

让大脑回到童年

防止突触发生进一步的结构性变化。

围 神 经 网 络 主 要 由 硫 酸 软 骨 素 蛋 白 聚

糖 —— 一种镶嵌着糖的蛋白分子复合物（糖蛋

白）组成。当硫酸软骨素酶侵蚀掉这些分子后，

可塑性的制动器就消失了。一个由英国和意大

利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通过向弱视的老年大

鼠的大脑中注射硫酸软骨素酶，溶解围神经网

络，帮助这些大鼠重新获得了“新生”——新的关

键期打开了。这些大鼠接收到了在它们幼崽时

期缺失的视觉刺激，恢复了良好的视力。

出于安全性考虑，把酶注射到大脑深部，需

要接受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的严格审查，所以

不可能很快得到批准。然而，现有的很多药物，

都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大脑的可塑性。在

我们实验室参与的一项合作研究中，通过小规模

试验，我们发现，一种抗癫痫和双相情感障碍的

通用药物，能使成年人变得像孩子一样，善于学

习新事物。

从事大脑关键期研究的科学家经常问自己，

人为什么会在自己的生命早期设置关键期，为自己

的学习生涯设定限制。另外，如果我们因为想学习

一项新技能，而重新开启关键期，会不会有危险呢？

动物进化出关键期，并限制大脑可塑性，可

能是为了保护脑细胞。小清蛋白细胞在高水平

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分子，会损害大脑组

织——这可能也是大脑进化出围神经网络的原

因。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患者的大脑尸

检报告显示，围神经网络和阻碍大脑可塑性的阻

碍物，总体上都处于低水平。

大脑可塑性不受限制可能造成的风险，在阿

尔茨海默病患者身上可见一斑。负责复杂认知

的高级脑区，如联合皮层，已经进化成可终身保

持可塑性。在这些脑区中，能关闭关键期的硫酸

软骨蛋白聚糖含量较少，而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发

生时，它们也是最早发生细胞凋亡的地方。

按需开启和关闭关键期，或许将有助于神经

系统疾病的治疗。不过，随着关键期的开启，人

的某些基本特性也可能会发生改变。未来，人类

可能会开发出更加天才的方法来改变世界，因此

也很可能需要一种新方法，来增强自己大脑的可

塑性，以适应高速变化的外部世界。对此，我们

需要高度注意，因为成年期的大脑重构，可能会

威胁到人的自我意识。

虽然我们都渴望拥有如儿童般的大脑可塑

性，成为未来世界的佼佼者，但鱼和熊掌不可兼

得。如果有一天，这种能打通大脑的神奇药物真

的问世，如何取舍需要我们三思。

稿件来源：《环球科学》（《科学美国人》中文版）
撰文：高雄·K·亨施（Takao K. Hensch）
翻译：寿小婧 审校：韩济生

大脑重构或影响自我意识

该患者两只眼睛的视觉敏感度不同，通过特别版本的俄罗斯方块游戏，可以用来治疗弱
视——利用大脑可塑性，通过令双眼协同视物，来提高弱视患者的视觉。

2015年11月，美国加州的一些居民发现天
空中有一个奇怪的物体飞过，引发广泛关注。这
个物体似乎正在喷射出一道巨大而明亮的蓝色
火焰，但实际上这是美国海军的一次导弹试验。

其实，大脑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而不仅仅是

在婴儿时期。神经科学家将大脑的这种特性称

为可塑性。当你学习如何变戏法，或者使用一个

新的手机应用时，微妙的改变就在突触部位（神

经元传递神经信号的位置）上发生了。掌握一项

新技能会引起神经元中神经化学物质发生改变，

进而导致跨突触的神经连接变强或变弱。这种

简单的可塑性贯穿人的一生，使得人们能够活到

老学到老。

在童年的某些关键时刻，大脑会发生一些特

别重大的变化。婴儿出生时伴随着密集生长的

突触，它们的数量必须消减才能发挥正确的作

用，而这种突触的修剪就发生在关键期。

早在 50 多年前，科学家就发现了这些对大

脑发育至关重要的形成阶段。在之后的许多年

中，传统观念都认为，关键期转瞬即逝，并且一

旦结束就不再复返。不过，近来科学家利用精

确到分子水平的先进技术对关键期所进行的一

些研究，已经颠覆了很多主流观点。一些动物

试验，甚至是对人体的研究已经表明，关键期

或许能够被重新开启，并用于修复受到损伤的

成年大脑。

这些启示指向了一个惊人的可能性：也许有

一天，我们能调整大脑中的化学开关，恢复关键

期，让大脑重新搭建自己的神经连接，以治疗从

弱视到精神病方面的神经和精神疾患。

实际上，科学家已经找到了一系列分子开

关，即触发物与阻碍物，能够标记这些关键期的

开始与结束。科学家已经检测到了大脑中控制

关键期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分子——GABA（γ-

氨基丁酸，一种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我们

实验室初步发现，GABA 和其他分子一道，能在

关键期的启动和中止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特

别 是 ，我 们 发 现 了 一 种 能 产 生 GABA 的 神 经

元——小清蛋白阳性大型篮细胞，很有可能统筹

着这一过程。

触动关键期的分子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