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馒头放久了变硬，
饼干为啥却变软？

0303

此原 来 如

0101

馒头变硬是因为淀粉老化。生馒头内部的
淀粉分子紧密连在一起，蒸馒头时，淀粉分子分
开，并与水结合，形成松软的结构。不过，随着馒
头放置变冷，淀粉分子之间就会“重归于好”，再
次紧挨着彼此，水则被排挤出去，这时馒头就变
硬了。

饼干也含大量淀粉，但它经过烘烤，水分很
少，还含有盐和糖，这种干燥的内部环境使饼干
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从而变软。

石油
能在几十年内形成吗？

石油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先是死亡的
浮游生物、藻类和细菌沉入古代海洋，并与河流
裹挟入海的无机黏土类物质混合，形成富含有
机物的泥浆。这些泥浆形成了缺氧的环境，使其
中的有机物在被细菌分解之前被更多的沉积物
掩埋并岩石化，形成页岩。

如果这些页岩被埋在 1千米到 5千米深的
地下，那么页岩的压力和温度都会不断升高，并
转变成一种蜡质物质。这种蜡质物质的温度高
于90℃，低于160℃，就能转变为石油了。

石油的形成过程是漫长的，在大自然中，需
要数百万年，甚至数亿年才能形成石油。然而，
有时候，大自然也会“走捷径”。地质学家发现，
俄罗斯堪察加半岛的乌松火山遗迹中的石油只
用了仅仅 50年左右的时间就形成了。不过，科
学家们认为，这些石油与一般石油不同，它是由
火山气体合成的。

研究人员采用一种被称为水热液化的方
法，将湿的有机物加热、加压几分钟，将复杂的
有机分子链分解成更小的部分。之后用氢气和
水处理之后，就可以得到与天然原油差别不大
的东西。

太软的床垫会使身体缺少足够的支撑，给
脊椎和周围的肌肉增加负担，使人第二天醒来
腰酸背痛；但太硬的床会使身体与床的接触面
积变小，压力集中在身体结构较为突出的几个
部位，不仅硌得慌，还会使肩膀、脊椎等部位的
肌肉无法充分放松，使人第二天也容易感到疲
劳。

所以，最好的床垫既不能太软也不能太
硬，而是要贴合身体曲线，让脊椎自然伸展。现
在市面上很多弹簧床垫都有适中的弹性和支
撑性，可以放心购买。

0404
胃会“消化”自己吗？

胃是我们人体消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它通过肌肉的蠕动研磨食物，再分泌出胃酸
对食物进行消化，最终被人体吸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既
然人的胃可以消化很多别的食物，那么胃酸会
不会消化胃本身呢？

正常情况下，人的胃表面会分泌一种黏液，
上面是碳酸氢盐，厚度为 0.25毫米到 0.5毫米。
黏液层一方面可以形成保护膜阻挡胃酸的入
侵。另一方面，也可以和胃酸发生化学反应，
形成水和二氧化碳。

因此，可以很好地保护胃不受伤。即便是
有了一些，也可以很快进行修复。

但是，如果你的胃不那么健康，比如，有些
人因为暴饮暴食导致这层黏膜被破坏，患上胃
溃疡，就很难彻底治愈。所以，人们千万不能暴
饮暴食。

据“大科技”“科学鱼”

睡硬板床真的
比睡软床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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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前的事
为啥大家都不记得了

加拿大多伦多儿童医院的两位神经科学
家——保罗·弗兰克兰和希娜·乔斯林却不认
可这种语言和自我认知的解释。

他们通过实验发现，人类并非是自然界
唯一记不得婴儿期事情的动物：小鼠和猴子
也记不住自己婴幼儿时期的经历。通过动物
实验，弗兰克兰和乔斯林提出了另一种理论
在解释这些相似性：在儿童早期，大脑会快速
产生大量新的神经元，从而会阻碍大脑调出
之前的记忆。

在一项新的实验中，科学家人为控制幼
鼠和成年小鼠海马区神经元的生成速率。海
马区是负责记录与自身相关事件的区域。结
果表明，海马区神经元的生成速率越低，幼鼠
的长期记忆力会变好。反之，加快成年小鼠海
马区神经元的生成速率，它们的记忆就会衰
退。

这个研究结果发表在了2014年5月份的
《科学》杂志上，弗兰克兰和乔斯林由此推断，
在婴幼儿时期，神经元的快速增长会扰乱负
责存储以往记忆的大脑回路，使得人脑无法
调取旧时记忆。

同时，婴儿的视觉、听觉等功能的完善需
要一定的时间。婴儿的视觉是模糊的，这很不
利于记忆的形成，加之海马体等结构的不成
熟，导致婴儿期的我们一直处于一种混沌的
状态，所以即便看到了、听到了，日后也很难
想得起来。记忆难以被重新激活的话，与之相
对应的神经元就会解散，记忆也就消失不见
了。

当然，作为成人，我们依旧会忘记很多事
情，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遗忘是人为了记忆功
能能够正常运转而产生的机制，也是对自身的
保护。人们不仅需要记住事情，还需要清除或
淡化那些无关紧要的或是十分痛苦的记忆。

据“数字北京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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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记忆？

记忆，就是人们保存和输出以获取信息的过
程，它与“学习”相辅相成。

如果将“学习”看做是编码过程，那“记忆”就是
保存和提取的过程。根据信息维持时间的长短，人们的记忆通
常可以分为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

长时记忆又可以分为陈述性记忆和非陈述性记忆。陈述
性记忆是人们生活中常说的“记忆”，如背诵的课文，你在何时
何地发生何事等。非陈述性记忆则是不需要可以回想就能调
出的部分，如自己养成的一些习惯，特定的情绪反应和条件反
射等。

那这些记忆具体储存在哪个位置呢？
根据类型的不同，陈述性记忆主要由海马负责，程序性记

忆由纹状体负责，与运动相关的记忆则由小脑负责。
对于记忆是如何被储存的问题，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记

忆是存储于神经元与神经元的连接之中。神经突触是神经细
胞之间唯一的连接方式，当外界信息进入大脑后，首先被改变
的就是神经突触附近某些特定蛋白质的种类和数量，并由此
引发了突触连接方式和连接强度的改变，这一改变被固定了
下来，记忆便形成了。

婴儿记忆缺失

人们记不起婴儿时期事情的现象在很早就被科学家们发
现了。

最早提出“婴儿期记忆缺失”这一概念的人是我们熟知的
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他认为，人们记不起婴儿时期记忆的原
因来自于个体对性和攻击冲动的压抑，这种压抑将童年的记忆
阻断在了成人的意识之外。

一个多世纪以来，其他科学家们也想找到婴儿“失忆”的原
因。认知和社会不连续理论从信息加工的角度出发，认为婴儿
期记忆缺失的产生原因是成人思维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认
知图式（为了应付某一特定情境而产生的认知结构）的转变。

当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能够担任新的角色、新的责任，以及
形成新的成人世界的标准时，这一转变就会使得早期的记忆无
法获取。

有的科学家认为自我和认知是影响记忆的重要因素。他们
认为婴儿记忆缺失的原因在于婴儿缺乏对“自我”的认知，因此
难以很好的组织自己的经历，所以在其获得稳固的自我认知之
前，都无法将事情编码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因此难以
记住这些事情。

来自言语发展方面的解释则提出，婴儿期记忆缺失的原因
在于婴儿还不具备成熟完整的言语系统，或能够对情境经历进
行编码、存储和提取的知识体系，语言的不成熟对于记忆的获
取有着明显的不利影响。

神经元长得太快
也会失忆？

很多人可以记起几年
前乃至十几年前的事情，但
如果让他们回想一下自己1
岁时发生了什么，大部分人
也只能挠挠头，皱着眉头不
好意思地说实在想不起来
了。

这并不是个例。你还记
得自己3岁以前的事情吗？
3岁，仿佛是一个特殊的时
间点，在此之前的记忆都被
清空，怎么也想不起来，这
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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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华市场有楼房三层四层1511.24平方米，可办学，幼儿园。•物华市场有宾馆一层二层14个房间。•禧福荷塘有一层二层门市153平方米。
接手即可经营，对外出租。电话：3588216、1503175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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