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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杆为什么

是圆的？

0101
为什么苹果掉地上

会磕出“淤伤”？

0303
为什么气球瞬间

撒气时会四处乱飞？

0202
为什么没办法睁着

眼睛打喷嚏？

当苹果被磕碰后，苹果细胞内部的隔间，如
中央储物囊爆裂开来，化学物质混合到一起，氧
气涌入，这些物质之间发生化学反应。尤其是中
央储物囊中的多酚与多酚氧化酶发生化学反
应，使细胞变成棕色，让苹果外表看起来像产生
了一块“淤青”。这种现象同样会发生在切开的
苹果上。

其实，常见的圆柱形电线杆，并不是上下
一样粗的圆柱体，而是一个空心的圆锥体，上
端小下端大。这样的形状，使得电线杆重心下
移，让其具有良好的抗弯曲性，也可以保证上
端固定的角铁不易下滑。

路边的电线杆，哪怕只是安静地立在路
边，它也有许多压力。其中包括来自电线、绝缘
子的拉力，雨雪冰霜的外力，甚至是突然断线
带来的张力，就好比是用手将皮筋紧绷，皮筋
突然断开的力量，这些力统称为“荷载”。

电线杆所能承受荷载的能力，除了与材
质、高度有关，与截面形状也有很大关系。圆
形截面是一个对称面，各向同性，承载力高。
所以，电线杆通常制成圆形，制成圆形也更节
省材料。而且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圆形更美
观。

据《科普中国》等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打无数个喷嚏，而打喷
嚏可谓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反应了，特别是在
感冒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人打
喷嚏的时候都是无法睁开眼睛的，这到底是为
什么呢？

人体的大脑中有12组神经，他们负责把接
收到的信号传到大脑，而其中最粗最大的一组
叫做三叉神经。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三叉神经有
三个“分叉”，分别是眼神经、上颌神经和下颌神
经，所以它是个混合神经，管理着人体从眼到嘴
的肌肉运动。打喷嚏的时候鼻腔会抽搐，这一抽
搐就会触动三叉神经，于是三叉神经负责的从
眼到嘴的肌肉都会开始不由自主地收缩，眼睛
就会闭上了。

如果睁着眼睛打喷嚏，喷嚏的压力就有可
能严重伤害泪腺导管，甚至使视神经受到创伤。
所以，为了保护脆弱的眼睛，在长期进化过程
中，我们的大脑就形成了这种本能反应。当然，
如果你在打喷嚏的时候，强行把自己的眼睛给
睁开，你会发现自己的眼睛又酸又痛还拼命流
眼泪。

气球撒气的瞬间，并不是直线冲出去的，
它的运动路线曲折多变。这主要是因为气球各
处厚薄不均导致张力不均匀，使气球放气时各
处收缩也不均匀而产生摆动。这样的话，反冲
力和运动速度的方向不能总是保持一致，产生
夹角，从而运动方向不断变化。

另外，气球在收缩过程中形状不断变化，因
而在运动过程中气球表面的气流速度也在不断
变化。根据流体力学原理，流速大、压强小，所以
气球表面受空气的压力也在不断变化。

同时，气球在摆动和收缩过程中迎风面积
不断变化，气球“飞行”过程中还会受到空气阻
力的影响，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气球撒气
时运动方向不断变化。

植入大脑的芯片似乎是科幻作品的产物，然而，在未
来，这种芯片很有可能被发明出来。如今，类似的科技已经
发展一段时间了，它叫做计算机大脑接口，英文简称：BCI，
始于1970年。BCI利用大脑的神经元信号，在动物脑（包括

人）与外部设备之间搭建直接连接通路，从而使动物可以
用意念操纵实物。

2008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成功在猴
子头上装备了BCI。BCI里面的探针插入猴子大脑的运动
皮层当中，使得猴子不用亲自动手，仅凭自己的大脑信号，
就可以操纵与BCI连接在一起的机械手臂。随着时间的流
逝，猴子学会了用脑“遥控”机械手臂，来为自己抓取食物。

BCI是如何读取猴子大脑信号的呢？大脑活动时，神经
元会发生电位变化，从而发出电脉冲。而BCI的探针是一
种非常敏感的电脉冲探针，当它插入到猴子运动皮层的神
经元通路中，就会轻易地接收到该区域发生的电脉冲。然
后，BCI通过预先编好的程序评估神经元的电脉冲活动，形
成指令并发送到机械手臂，达到操控手臂的目的。

BCI成果目前已经不只停留在实验室里，它早已应用
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首先是我们最熟悉的排异反应。一
个人如果植入BCI，那么毫无疑问，他身
体的免疫系统会把这个BCI当成“外来
入侵者”，然后对BCI发动攻击，从而造
成排异反应——在大脑里发生排异反应
很可能是致命的。直到现在，科学家和医
学家还没能找到一种能完美地融入人
体而不造成任何排异反应的物质。

再者，BCI具有被黑客入侵的风险。黑
客往往利用高超的计算机技术进行犯罪。
BCI涉及到计算机科学，会不可避免地成
为某些“唯恐天下不乱”的黑客的目标。

最后，是同样也非常重要的道德伦

理问题。未来，我们很可能只需通过植入
BCI就可以获得某一种了不起的能力，
例如马上习得一门外语或是拥有录像机
般的记忆力，而不需要我们花费时间去
认真学习和练习。那么这些瞬间得来的
能力算不算我们自己的，我们又会如何
看待这些能力？将来的BCI很可能会和
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那么，拥有人工智
能BCI的人的身份又该怎么办，而且，如
果人工智能具有了一定的意识，那么它
会不会反过来操纵人类？毕竟，这次的人
工智能可是在人的脑中。

据《大科技》

“读取”人类的心思

BCI在医学治疗领域应用得最多，
人工耳蜗就是一种BCI技术。如今世界
上已经有超过 20万患有听力障碍的人
植入人工耳蜗。

听力障碍可以分为传导性耳聋和感
觉神经性耳聋（也有两者混合）。传导性
耳聋是由于外耳或中耳发生的某些异
常，从而使声音无法顺利到达内耳所造
成的耳聋。这种听力障碍一般通过手术
纠正过后，听力就可以得到较好地恢复。

感觉神经性耳聋是因为耳蜗或者
耳蜗里的听觉神经等的异常，导致耳朵
所接收的声音信号无法产生神经冲动。

感觉神经性耳聋需要人工耳蜗移植，人
工耳蜗会代替原来正常耳蜗，由它来接
收声音，然后把声音转换成电信号，直接刺
激听觉神经，从而使患者再次听到声音。

另外，BCI还用来治疗某些后天失
明，这种 BCI叫做视觉假体。它不仅带
有一个用来采集视频的小型摄像机，还
带有视频处理模块以及电刺激编码模
块等等。类似于人工耳蜗，视觉假体把
事先采集好的视频影像编码成电信号，
然后对视觉完好的部位，例如视网膜，
来施加人工电刺激，直接兴奋神经细
胞，从而使病人再次“看见”事物。

除了医学领域，BCI正准备走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中，一家公司正在研制能

“读取”人心思的小机器。
这个小东西被称为n1，它的直径约

为8毫米、厚4毫米，而在这个“渺小”的
身体当中，却装有所有的“读心”部件。
n1里面装有 1024条宽度只有发丝的十
分之一、且具有弹性又能读取神经冲动
的细线。要装上 n1，你就得在头骨上开
一个直径也是 8 毫米的洞，然后把那
1024条细线连接到大脑皮层上，同时把
n1嵌入洞口。接下来，再在你的耳后贴
上一个硬币大小的信号接收和蓝牙信
号发射器——连接器。

由n1读取大脑信号，然后由它传送
到耳后的连接器上，连接器再把大脑信
号发送至与之相连的机器设备上，使这
些机器运行，从而实现n1的读心。例如，
你回到家，只需想一下“开电视”，你大
脑的特定部位会发生神经冲动，n1就会
探测和接收这股神经冲动，然后对它进
行分析并形成“开电视”的指令，随后把
指令传送到连接器上，连接器再把指令
通过蓝牙发射到电视上，以实现电视的
自动打开，无需你亲自动手或动口。

鉴于BCI的应用前景非常广，一些
公司和机构正在研制能够提升普通人
大脑性能的BCI，例如提高记忆力，让人
彻底地过目不忘；又例如辅助决策，帮
助人们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罗列出所
有的决策选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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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人们恢复听力和视力

植入的代价

n1构造图
①n1传感器的外壳。整个n1直径
约为8毫米，厚4毫米。
②所有的读心部件都装在这个小
东西里。
③1024条能读取神经冲动的弹性
细线，每条细线的宽度只有发丝的
十分之一。
④那1024条弹性细线会连接在大
脑皮层上。
⑤用户可以选择在头骨内嵌入多
个n1，数量最多可达10个。
⑥所有n1都会与耳后的连接器进
行连接。
⑦连接器会接受并转换来自于n1
的信号，并将这些信号转换成指
令，再通过蓝牙，把指令发射到目
标机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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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装 ●我们只做高端 ●●●

豪丹 ● 河北航伯服装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各种职业装、学生服装、医护服装 ● ● ●

招聘专职会计一名 联系电话：13932751110 13932752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