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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叫既视现象，又

称既视感，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人身上
发生过这种现象。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这个
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有几种猜
想可供大家参考。

有一种猜想是，类似的场景曾经在梦
中梦到过。

还有一种猜想认为这是大脑皮层的放
电作用，在我们的大脑里有一个记忆缓存
区，它会存储一些我们平时不在意的内容，
而当我们看到某个场景时，就会把这部分
记忆调动出来，产生了好像发生过的感觉。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分析，我们的大脑
有时会线路失灵，将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
记忆混在一起，导致人产生似曾相识的感
觉。

当然，也有把猜想提到平行空间的问
题，只是目前没有办法证实。

为什么会有
似曾相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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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到20%的人
耳朵会动

“动耳朵”只是 10%到 20%的人的特
权。

这其实是一种返祖现象。耳廓的自由
转动，能够增多声波收集，提高听觉能力，
这种功能对某些动物来说，是很重要的。正
因为有这种功能，才使这些动物免受外敌
的侵袭。耳廓的这种功能是动物进化到较
高级的哺乳类时才出现的。

但是到了人类，躯体各部组织器官更
趋完善，不必依靠耳廓的活动来增进听觉
了。于是，驱动耳朵运动的肌肉逐渐退化，
大多数都不能自主动耳。

然而，人类耳廓附近还残存着动耳肌
（耳上肌、耳前肌和耳后肌），和韧带一样，
它仅仅起着固定耳廓的作用。

另有研究认为，是否拥有动耳技能也
与遗传有关。一项 1949年的研究认为：在
能自主动耳朵的人中，有74%的人，父母中
有一人能动耳朵；有47%的人，兄弟姐妹中
有一人能动耳朵。

据《大科技》

此原 来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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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憋大便会怎样？

便意是人体最基本的生理反应之一，
当体内存储的粪便体积达到一定数值，直
肠壁上的感觉神经纤维受到刺激，就会发
射到脊髓骶段排便低级中枢，然后再传到
大脑高级中枢，接着就会产生小腹、肛周坠
胀，就有排便的感觉。

如果我们在短时间内不方便排便，大
脑就会抑制脊髓腰骶段排便中枢，便意就
会暂时消失。

而憋回去的大便就会从直肠返回到结
肠中，在结肠那儿，便便的水分会被身体重
新吸收，变得干硬，引起便秘。

长期便秘，还容易形成痔疮。此外，还
可能出现巨结肠。

巨结肠就比较严重，除了会引起腹胀、
结肠炎，还可能割伤肛门附近的组织，不断
累积的干硬便便甚至会挤压其他内脏器
官，最后得靠手术才能解决。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大脑可以感受到时间的流逝

对一周的不同天数感受不
同，前提是可以感受到时间的
流逝。我们的大脑恰巧可以做
到这一点。

还记得我们从小学就知道
的一个历史知识吗？在没有灯
的古代，人们的生活习惯都是
根据太阳来变化的。“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根据“二十四节
气”来决定一年的春播秋收，这
其实就蕴含了人们是如何感知
到时间变化的知识。

人类的大脑可以感知时间
的变化，主要是感受环境的明
暗变化，然后将信号传递给脑

部的视交叉上核（SCN），从而
产生各种时间消逝、调整身体
行为的意识。

环境的明暗变化首先会让
眼睛感受到，然后会随着神经
系统传输给大脑下丘脑中的

“钟表SCN”区域。
它是下丘脑的一对针头大

小的结构，位于视交叉区（视神
经交叉区）上方的一部分。更为
重要的是，它控制着我们人体
的昼夜节律，即每天在同一时
间重复某些生理活动。

例如，一般早上几点有醒
来的意识，晚上几点分泌褪黑

素促进身体进入睡眠状态。我
们把它称为“生物钟”。

这个部位包含着数以万计
的神经元，在每天 24小时的周
期内产生调节身体不同功能的
神经元和激素信号，包括睡眠
到觉醒周期，体温、血压变化和
激素分泌等。

在时差反应中，生物钟会
因不同地区时间的差异而中
断，从而导致神经元和激素信
号的突然变化。通常，需要几天
时间才能使身体恢复正常的24
小时循环。

既然我们对时间的感知是
有一定的周期，那为什么还会
觉得周二特别漫长，假期却过
得飞快呢？

其实，我们大脑对时间的
感知除了 SCN 的生物钟提醒
外，还会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

第一，根据科学研究表明，
大脑会以一种神奇的方式拉伸
和缩短时间。这种情况的发生
一般和你服用的药物，正在经
历的事情以及你对现在做的事
的关注度有密切关系。

第二，大脑对时间的拉伸
和缩短效应的结果。当你对当
前事情关注度很高，又不太开
心时，时间总会过得很慢很慢，
开心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

例如，做平板支撑，往往还
坚持不到30秒就觉得时间过去
了好久，结束运动的闹钟并还
没响；周末出去玩，感觉没玩多
久，天就黑了，该回家了。

第三，记忆点的多少会直
接影响大脑对时间的感知。周
日我们的记忆点非常少，而周
二记忆点非常多，这就造成大
脑用于储存周二事件的空间变
得较大。

而且周末时间总是放松
的，可以预测到的行为。周二发
生的事件更加复杂，也难以预
测，大脑需要用更复杂的储存
信息的方式记录周二事件。这
也可能造成周二感觉很漫长。

第四，就是根据相似事件

发生的事件差距来判断时间流
逝。大脑会调用近期发生的历
史记录来对时间进行标记，我
们的大脑更倾向于记住相似时
间发生的事件。

举个例子，周一，我们的大
脑还没完全从“周末模式”切换
到“工作日模式”，周一和周末
的事件差异相当大，因此，对周
一的记忆总是不太深刻的，感
受不到明显的时间变化。

而周二，大脑成功切换到
了“工作日模式”，你也拥有了
周一的记忆，相似时间内上班
的事件再一次发生，我们记得
比较牢固了。

对比起来当然觉得它过得
好慢。

既然周二的漫长无法改变，
那我们为何不把周末时间也变
长一点呢？

根据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
论所说，一种硬核的办法是：物
体运动得越快，那么它的时间相
对于地面物体越慢。

为了应证这一理论的真实
性，1971年，两位科学家将铯原
子钟放到飞机里，在赤道附近沿
不同方向做环球飞行，最后与地
面的标准钟对比，向东走的飞机
中的时间比地面要慢几十纳秒，

向西走的飞机要快200多纳秒，
所以环球旅行真的可以赚到时
间。只要大家买对飞机的航向，
真的可以白赚时间。

当然，上述方法过于硬核，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实现的基础。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些实用的假

期变慢小技巧。
我们可以将周末假期过得

精彩缤纷，人为制造诸多记忆
点。这样当你日后回忆起来时，
对周末的记忆片段也会变长。

据“蝌蚪五线谱”

大脑对时间快慢有自己的想法

如何让快乐时光走得慢一点

近几年网络上流传着诸多关于
一周情绪变化的表情包，把大家的

“打工”日常描述得淋漓尽致。
我们为什么对一周七天有不同

的感受呢？为什么总是觉得度过周
二尤其漫长，周末却过得飞快呢？这
就要从我们对时间流逝的不同感知
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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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放化疗专家会诊
沧州市二医院放化疗二科4月24周六上午，特邀天津肿瘤医院中西

医结合科闫祝辰教授来院为肿瘤的患者会诊并出具中西医诊疗方案。
会诊地点：本部门诊一楼放化二疗门诊，限号30人 袁香坤18031785980 郜蕾18031785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