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世纪初，英国医生哈尔斯首先尝
试测量血压，他把自己家里饲养着的一匹
最心爱的高头大马作为测量血压的对象。
他将一根 9 英尺长的玻璃管与一根铜管的
一端相连接，接着将铜管的另一端插入马
腿的动脉内，然后使玻璃管垂直，让马腿
动脉血管里的血顺着玻璃管上升，这样就
测得马的血压为 83 英寸的高度，这就是
世界上的第一次血压测量。

可遗憾的是，这匹马因为伤到了动
脉，很快就死了。很明显，这样测量血压
对血管的破坏十分严重，既不安全，也不

方便，也很难应用到人类的血压测量中。
1896年，意大利人里瓦罗克西在哈尔

斯测量马的血压的试验基础上，又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也没有找到实现的途
径。直到有一天，他到一位朋友家做客。
他的朋友正在花园里浇水，由于他的花园
太大、水管太短，靠近墙根的一些位置浇
不到。这时，只见朋友不慌不忙，用力捏
紧水管口，只见水管瞬间增压，水流一下
子喷出很远，浇到了墙根下。

这一幕，里瓦罗克西看在眼里记在
了心上，他瞬间涌出了灵感：水管和血
管都是一样的，堵住水管血压增高，那
如果把血管通过外部压力堵住，是不是
就能测出压力呢？里瓦罗克西开始了研
究，几年后，他终于发明了一种简便易
用的血压计——腕环血压计。

腕环血压计有一条可以环绕手臂、且
能充气的长形橡皮袋，橡皮袋一端接到打
气橡皮球上，另一端接到水银测压器或其
它测压装置上。测压时，将橡皮袋环绕缚

于上臂，然后徐徐将空气打入橡皮袋，压
力升高到一定程度时，动脉被压扁，造成
血流停止。然后再慢慢放气，当橡皮袋压
力低于心脏收缩排出血流时产生的动脉压
时，血流便开始恢复。显然，以这种血压
计测量血压比哈尔斯的测量方法更科学、
更安全。但是，它只能测量动脉的收缩
压，而且测量出的数值也只是一个推测性
的约数，欠准确性。

1906 年，俄国人尼古拉·科洛特科夫
对里瓦罗克西的血压计进行了科学的改
造，在测定血压时，另在袖带里面靠肘
窝内侧动脉搏动处放上听诊器。在测量
时，当听到听诊器中传出的第一声响动
时，水银柱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收缩压，
接着水银柱下降，到脉搏跳动声音变弱
时 ， 此 时 水 银 柱 所 在 的 高 度 就 是 舒 张
压。大量临床应用证明，这种血压计测
定血压的方法既科学，又安全、准确。
所以，它一直沿用至今。

蝌蚪五线谱 文/程刚

文史·传奇
编辑/陈启霞

14
2017年7月6日

猫成了对讲机
1929年，美国有两位疯狂的科学家拿

活猫做实验。他们首先在手术室里取下猫
的一大块头盖骨，并让猫依然活着；然后
把一根电极的一端连接到猫的大脑右侧听
神经，另一端连接到它的躯体上；再用一
根 18 米长的电线把猫和一个喇叭连接起
来。喇叭放在另外一个房间，而且是个隔
音室。当其中一人在手术室里向猫的耳朵
说话，另一人在另外的隔音房间，在喇叭
里就能听到对方说什么。

就这样，这只猫活生生“变成”了
一部对讲机。当时研究报告曾这样记
录：“声音听上去非常逼真。像简单指
令、数数等类似这样的话语，都能很容
易听出来。实际上，只要状况良好，这
套系统完全能成为手术室和隔音室之间
的通信工具。”

实验后，他们把猫杀了，并再次尝
试，这时才知道死猫不能“通信”，做
不成对讲机，只有活猫才可以。

双头狗
1918 年俄罗斯诞生了一位著名的科

学家，名叫德米霍夫。他是器官移植手
术的科学先驱，唯一引起人们诟病的就
是他一直用狗做实验，其中最臭名昭著
的便是双头狗实验。

手术后，双头狗存活了下来，两只狗
头分别可以吃喝，但是只存活4天，便全
部死亡了。尽管如此，德米霍夫仍然不断
地尝试，前后进行了几十次类似的实验。

1959 年，美国 《生命杂志》 周刊对
此进行了报道：“不可思议，俄罗斯科
学家创造了双头狗，现在，他竟然还考
虑移植人体器官，给一个断腿女人重新
装一条腿！？”显然，这种报道在字里行
间附带着批评和疑惧，而且当时也没有
人相信移植人体器官能成功。他的实验
在当时看起来非常恐怖和荒诞，但今
天，人体器官移植已进入应用阶段。

人耳鼠
这 是 一 只 “ 背 上 长 着 人 耳 的 老

鼠”，而且还是一只活老鼠。1997 年，
美国科学家瓦肯提在实验室里培育出了
这只老鼠，又称为瓦肯提老鼠。

首先科学家以 3 岁小孩的耳朵为模
型，用可生物降解的聚酯纤维材料，做
成一个耳朵模样的支架。然后把人的软
骨细胞散播在这个支架上，并将其移植
到一只特别的老鼠背上。软骨组织慢慢
生长，逐渐替代了原来的纤维材料，最
终就得到了一片具有耳朵形状的软骨。

实验比较成功地展示了人类软骨组
织的生长过程，这成为一个时代的标
志，后来科学家又用类似方法，陆续培
育出肝脏、皮肤、血管等多种人类器官
组织。

面部整形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至少 3000

名伤兵不得不接受外科手术，治疗他们
身上的弹伤。其中最著名的一例是斯普
雷克利中尉的手术。

斯普雷克利中尉是一名英国军官，

1917 年 1 月在战争中他的面部被子弹击
中，鼻子和脸颊遭到了严重损伤，十足
地面目全非。科学家通过手术，先从中
尉的肋骨上提取了软骨组织，然后将其
植入他的面部。待其生长 6 个月后，又
通过手术把这部分软骨组织“塑造”成
一个鼻子模样。最终经历 3 年的漫长住
院，中尉的新鼻子才逐渐定型，1920 年
10 月获准出院。这时他看上去已经非常
正常，令人叹为观止。

这一系列手术由著名的耳鼻喉科医
师吉里斯博士实施，他被尊称为现代整
形手术之父。

科学家的专注
在科学研究上，某些科学实验令人

震惊的原因是它挑战着人类认可的极
限。不管怎样，从某种程度上看，科学
家的专注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当科学实
验推动人类的科学进步时，同时它也在
检验人类的道德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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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而惊悚的科学实验

这具女性木乃伊发现于寒冷而
干燥的安第斯山脉附近，木乃伊埋
下 的 年 代 在 公 元 980 至 1170 年 之
间，死时大概 20 岁左右。虽然她的
头 部 几 乎 完 全 骷 髅 化 ， 但 她 的 衣
物、头发，以及心脏、食道和结肠
等内脏保存得非常完好，在她的结
肠 中 甚 至 还 保 存 有 非 常 多 的 古 粪
便。

在对这具木乃伊的器官进行详
细 解 剖 分 析 时 ， 研 究 者 注 意 到 了
一 个 很 奇 怪 的 现 象 ， 她 的 心 脏 、
食 道 和 结 肠 都 肿 得 非 常 大 ， 在 对
她 的 内 脏 取 样 进 行 DNA 分 析 后 ，
研 究 者 找 到 了 导 致 这 名 女 性 “ 英
年 早 逝 ” 的 凶 手 ： 由 克 氏 锥 虫 引
发 的 致 命 疾 病 查 加 斯 病 。 当 克 氏
锥 虫 这 种 单 细 胞 寄 生 虫 通 过 锥 蝽
（一种吸血昆虫） 的叮咬进入人体
血 液 循 环 后 ， 会 转 移 至 心 脏 和 神
经 系 统 ， 或 进 入 肠 道 系 统 ， 引 起
器 官 局 部 肿 大 ， 导 致 巨 结 肠 症 、
巨 食 道 症 ， 使 感 染 者 出 现 便 秘 、
腹 泻 等 消 化 系 统 病 症 ， 最 终 导 致
器官衰竭，直至死亡。

然而，当研究者进一步对这具
木乃伊的微生物进行分析后，又发
现了一个更重要的现象：这具木乃
伊体内的肠道细菌竟然对今天的抗
生素具有抗药性。

为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随后
研究者又研究了三个可以追溯到公
元 10-14 世纪之间的印加木乃伊，
以及六个年代在公元 15-18 世纪之
间的意大利木乃伊。同样，研究者
在这些木乃伊的肠道内发现了一个
基因阵列，这个基因阵列对今天几
乎所有的抗生素产生了抗性，比如
1000 多年前的木乃伊中，已经出现
了 对 粘 杆 菌 素 产 生 抗 性 的 名 为
mcr-1 的基因，还有一些基因对青
霉素、万古霉素、四环素等产生抗
性，而人类在最近 100 年内才发现
这 些 抗 生 素 。 这 些 研 究 表 明 ， 在
1928 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明青霉
素前，细菌的耐药性问题早就存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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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乃伊也有耐药细菌

血压计：花园浇水来灵感

早在有历史记载以前，人类的先辈
就会咀嚼天然树脂，从中取乐，几千年
来，不同地域文化中人们都有嚼“胶”
的习惯，最后这些胶质演变成了现在的

“口香糖”。但是，真正把这些胶质制作
成用来吹泡泡的甜蜜糖果，历史还不足
百年。

美国费城一位叫做怀特·迪默的会计
在口香糖公司工作，他的业余爱好就是
研究口香糖胶基的配制。按照公司实验
室里的配制方法，他自己依样画葫芦地
买了原材料回家照着做，还创造性地加
入了乳化剂和塑化剂。可是，最终他做

出来的东西和口香糖胶基性状上很不一
样，比口香糖更松软，粘性更强，延展
性非常好。

早先迪默所在的口香糖公司考虑过
制作吹泡泡的粘性胶基，但是做出来的
产品粘度太大，不易清理，无法使用，
最终设计想法被搁置。迪默发现自己无
意中配制的这种胶基虽然粘性大，却容
易清理，正好适合拿来吹泡泡。他在胶
基里面加入粉色的色素和美味的水果香
料，制成糖果寄放在糖果店试着售卖，
结果大受欢迎。

就这样，迪默带着自己的神奇配方

很快从公司的新人会计变身成为技术骨
干，支撑起公司的运营，而多彩又有趣
的泡泡糖也进入小朋友的世界，带给孩
子们无限乐趣。 《北京晨报》

泡 泡 糖 是 会 计 发 明 出 来 的

清朝末年，曾任驻美国、西班牙、
秘鲁大使的崔国因于 1890 年赴西班牙递
交国书期间，对西班牙做过详细考察，
他在其 《出使美、日、秘日记》 中记载
了有关彩票的由来。

西 班 牙 原 系 老 牌 帝 国 主 义 国 家 ，
在 世 界 各 地 占 有 许 多 殖 民 地 ， 后 来 国
势 日 衰 ， 财 政 入 不 敷 出 。 为 了 填 补 空
虚 的 国 库 ， 捐 税 如 牛 毛 。 无 论 何 人 都
按 每 月 收 入 多 寡 缴 税 ， 舟 、 车 、 狗 、
马 以 及 上 饭 馆 都 要 纳 税 ， 剧 院 上 等 座
按 票 价 十 分 之 一 抽 税 。 政 府 还 发 行 彩
票 （奖 券） 以 敛 财 。 其 所 售 彩 票 款 ，

提 取 四 分 之 一 充 国 库 ， 每 年 进 款 500
万 比 塞 塔 左 右 ， 成 为 国 家 一 大 财 源 ，
余 者 扣 除 用 费 外 ， 分 一 二 三 四 五 等 给
中 彩 者 。 抽 签 办 法 与 现 在 大 致 相 同 ：
把 号 数 和 彩 码 分 别 放 在 两 个 空 球 之
中 ， 一 球 出 号 码 ， 另 一 球 出 彩 码 。 如
一 球 摇 出 头 彩 ， 另 一 球 摇 出 一 号 ， 则
一 号 中 头 彩 ， 一 球 摇 出 无 彩 ， 另 一 球
摇 出 二 号 ， 二 号 则 无 中 。 当 时 用 儿 童
转 球 ， 凡 持 彩 票 者 均 予 参 观 ， 当 众 开
奖 。 因 无 舞 弊 ， 又 迎 合 人 们 的 侥 幸 心
理，买者颇多。

西 班 牙 彩 票 渐 行 渐 广 ， 打 进 了

“ 国 际 市 场 ”， 法 国 、 德 国 等 均 起 效
行 。 而 美 国 却 于 1890 年 正 式 宣 布 禁 止
彩 票 入 口 ， 不 准 邮 寄 ， 不 准 银 行 兑
换 ， 不 准 携 带 进 口 。 一 经 查 获 ， 全 部
没收。

西 班 牙 彩 票 约 在 19 世 纪 60 年 代 初
起也在我国上海发行。开始每年得利银
48 万两；到 19 世纪 90 年代每年得利银
近 100 万两。到 19 世纪末，其敛耗我国
民财约白银二三千万两，由于清政府不
闻 不 问 ， 导 致 银 钱 大 量 外 流 ， 损 失 颇
重。

《文史博览》

发 行 彩 票 最 早 的 国 家 是 西 班 牙

血压计的最初实验——把马的
血管切开测量

一般人们认为细菌的耐药性问
题始于人类发现了抗生素 （即抗菌
药物） 后，对抗生素的过度使用。
然而，对一具女性木乃伊的研究发
现，细菌的耐药历史比我们想象得
还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