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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购买洗发水或其他护发用品时，人们
往往注重牌子、味道、个人洗护偏好，却很少细
究包装瓶上“成分”一栏中写了什么。或许有人
认真研究过，却被那一串串复杂的化学名字搞
得不知所措。

近日，网络盛传洗发水中一种名为硅油的物
质，是造成脱发、头发油腻的“罪魁祸首”。一时
间，以往的护发经验全部被推翻，而“无硅油”的
产品迅速推向市场。网络上，专家们对于硅油也
是褒贬不一。

硅油是伤发元凶？

硅油的学名为有机硅氧烷，“它一般是没有
颜色、没有味道，比较稳定的一种化学物质。”北
京日化协会化妆品部主任郑立波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

二甲基硅氧烷的家族很庞大，其衍生物已达
数百种。一般公认它是安全的，只对眼睛有刺激
性，且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电绝缘性、耐候性
和疏水性，并具有很高的抗剪切能力，可在 -50℃
～200℃下长期使用。

硅油最早进入个人护理用品，可以追溯到上
世纪 50 年代。人们发现使用含有硅油的洗发水
后，头发会变得顺滑，有光泽。20 年之后，硅油便

开始被常用于洗发香波与护发用品之中。
“头发由头皮中毛囊生出，上面有很多毛鳞

片。健康的头发上，毛鳞片紧密闭合，在阳光和灯
光下会反射出光泽，也比较顺滑。但是由于现代
烫染严重，导致头发受损，从而让毛鳞片翘起。而
翘起的地方则无法进行光反射，头发看起来就比
较暗淡、枯燥。”郑立波说。

硅油的出现，拯救了毛鳞片已经翘起的头
发。“硅油粒子填充在毛鳞片的缝隙间，使毛鳞片
表面恢复平整。这样，增强了光线反射，表面平整
也就减少了头发间的摩擦和缠结。”郑立波说，

“目前，尚无证据证明硅油对头发有伤害。”

洗发水必须添加硅油吗？

尽管关于硅油的传言满天飞，但是使用含有
硅油的产品依然是大部分人的选择。这其中既有
使用习惯的原因，也因为硅油确实能够解决不少
头发问题。

“一般而言，我们使用过洗发水后，都会让头
发附着上阴离子。”郑立波说。因为，含有阴离子
的表面活性剂可以有效带走头发上的脏东西，但
同时，阴离子也会让我们的头发变得过于蓬松。

此时，就需要有含有阳离子成分的物质加
入，中和头发上“过剩”的阴离子。“阴离子过多也

并非好事，它会导致头皮发干，发痒。”郑立波解
释道，“现在，不少大型日化企业都推出了洗发护
发二合一的产品，将阳离子和硅油通过工艺技术
同时加入到洗发产品中共同作用，在清洁头发的
同时帮助硅油在发丝上沉积，同时可中和部分阴
离子使头发变得柔顺、有光泽。”

然而，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证明硅油对于人体
有毒害，业内普遍也认同少量附着在毛鳞片里的
硅油，可以在下一次洗发过程中被清除。但是它
依然可能残留在头发中，通过逐步累积，增加头
发的负重，长此以往，过重的头发会对头皮产生
牵扯作用。

同时，硅油对环境也并不友好。因其化学性
质稳定的特性，在自然环境中也不易降解。“从环
保角度讲，可能未来不含硅油的洗发水有良好的
发展趋势。”郑立波说，“我们现在也正在研究不
含硅油、且同样可以让秀发顺滑的洗护发用品，
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硅油洗发产品适合所有人吗？

“与人体其他部位的皮肤一样，头部皮肤也
分不同类型，有的人是油性头皮，有的人干性或
者中性，甚至有人属于敏感性头皮，这些都直接
影响其头发的特性。”郑立波表示，“因为头皮毛

囊是活的。”因此，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头部皮肤的
类型，选择合适的洗护发用品。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市面上销售的日化
产品需要标明全成分，即其中含有的所有的成
分，必须全部标注。因此，就有了包装瓶上种类繁
多又复杂的化学物质名称。人们也要利用这一
点，为自己选购一款合适的洗发水。

“如果是油性头皮的人，可以选择控油，平衡
油脂分泌的洗护发产品，但中性或干性头皮的人
群则最好选择含有滋养成分的洗护发产品。”郑
立波说。

同时，郑立波提醒消费者，去头屑洗发水最
好慎用。如果头屑并不多，那么过多使用去头屑
洗发水，反而会对头发造成伤害，头皮会产生更
多皮屑。

而对于市场上出现的另外一种比较高端的
护发产品———手工皂，郑立波同样也持保留态
度：“头皮本身是身体肌肤的一部分，同样是偏弱
酸性，但手工皂往往是弱碱性，长期使用弱碱性
的物质可能会对头皮造成一定损伤。”

“我们现在正在开发护理头皮的产品，毕竟
使用洗发水在头发上停留的时间很短，起到的作
用有限。而对于头皮的护理用品则可以长期作用
于头皮，发挥其功效。”郑立波说，“未来，如果有
产品能够将重点放到头皮，可能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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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油洗发水让烦恼丝更烦恼吗
姻本报见习记者 袁一雪

数码时代

虚拟现实作为一种
概念，很早便出现于科
幻电影中。直到最近几
年，陆续有 IT 厂商研制
出致力于“最大化拟真”
的头戴式显示设备，才
让虚拟现实技术以产品
的形式贴近了人们的生
活。

然而真正让虚拟现
实技术名声大噪的，是
发生在今年 3 月的一次
大手笔收购，社交网络
巨头 Facebook 以 20 亿
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虚拟
现 实 技 术 研 发 团 队
Oculus VR。原本并不太
受重视的虚拟现实技术
市场，开始吸引投资界
的目光。

事实上，在此之前，
这项技术已默默无闻发
展了几十年，只不过由
于它一直被应用于一些
专业领域而不被大众所
熟知。上世纪 90 年代，
任天堂、索尼等老牌游
戏公司曾着手研制虚拟
现实设备，但大都以失
败告终。

游戏界的确是虚拟
现实技术最为直接、也
最有可能大展拳脚的领
域，通过头戴设备就能
完全体验到身临其境的
感觉，这让众多玩家心
潮澎湃。2012 年，一位辍
学在家的美国青年开始
在自家车库里琢磨怎么
可以玩得更酷，他最终通过众筹的方
式推出了一款全新的虚拟眼镜，并由
此重新点燃了玩家对虚拟现实技术
的信心，它就是 Oculus Rift。

眼下的虚拟现实技术界，大名鼎
鼎的 Oculus Rift 无疑是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标志性产品。其实在它之后，
各类虚拟现实设备便接踵而至，从索
尼 的 Project Morpheus 到 三 星 的
Gear VR，再到如今大大小小国产厂
商推出的各类“看片神器”。

有评论认为，虚拟现实技术的突
然火热，缘于它是“数字时代的骨和
肉”，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出一个真
实的世界，从而为使用者提供最真切
的体验。

于是，人们对虚拟现实技术的
各种应用充满期待，电影、演唱会、
展览、体育竞技场等传统意义上的
展示舞台均有其施展“魔力”的空
间。前不久，虚拟现实技术公司
NextVR 就利用该技术，发行了酷
玩乐队的一场演唱会，让未能出席
的歌迷同样拥有现场体验。

除了各种游戏和娱乐功能，人们
也在期待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在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大有作为，比如健
身、教育、工程设计、新闻报道等诸多
领域的应用。

最近，健身应用开发商 Run-
tastic 就与 Oculus 团队携手，决定为
大家带来不同于传统体验的“7 分
钟早锻炼”方式。尽管如今的头戴
式装置仍太过笨重，戴着它健身会
导致发热流汗等问题，但虚拟现实
技术至少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了
在家中置身于“阳光沙滩”的可能
性，还会有虚拟的健身教练来提供
指导。

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虚拟现实
技术便会走进千家万户，带来更多
激动人心的时刻。 （郝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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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小鼠可以追赶人类吗
姻本报记者 胡珉琦

20 世纪末的一部电影《深海变种》中，科学家
为了研制抗老年痴呆症的神奇药丸，以古老的生
物鲨鱼为实验对象，加大其脑容量，以便萃取更
多脑蛋白，却使得鲨鱼越来越强大，最终演变为
一场巨大的灾难。

诞生高智商动物是科幻作品经久不衰的主
题之一。而近日，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的
科学家将人类大脑细胞注入到小鼠中，结果发
现，它们变得比同类更为“聪明”。

不必担心，“半人脑老鼠”实验并不是为了创
造出更为强大的变种，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人类
的脑部疾病。

“半人脑老鼠”还是老鼠

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团队给小鼠注入了从
捐赠的人类胎儿中提取的未分化的神经胶质细
胞。在接下去一年的时间里，它们分化成了成熟
的星形胶质细胞，数量也由最初的 30 万增殖到
了 1200 万个，并替代了小鼠大脑原有的相同类
型的细胞。

对比发现，在针对小鼠的记忆和认知的标准测
试中，“半人脑老鼠”比正常小鼠的记忆力提升了四
倍。因此，研究人员认为，通过注射植入人类大脑细
胞可使动物们变得更加聪明。

对此，有科学家担忧，这类实验可能导致一
些高智商动物的诞生。不过，该研究负责人、美国
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研究员史蒂芬·高德曼博
士则表示，该研究并不是在老鼠身体上培育人类
大脑，只是提高老鼠大脑神经细胞系统的效能，
并不会出现类似人类的思维能力。

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沈政向《中国科学报》
记者解释，神经胶质细胞并非神经元。它们广泛
分布于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数量比神经元大得
多。它们参与神经元的活动，但主要是对神经元
具有支持、保护、营养等功能，而没有感受刺激和
传导冲动的功能，因此，它们并不是神经活动的
载体，不可能传递信息。

“从本质上说，‘半人脑老鼠’还是老鼠，不可
能成为变种。”沈政说。

动物变种的伦理界限

事实上，此类“半人脑老鼠”实验并不是新近

出现的研究。
2005 年，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索克研究院遗传

学实验室教授弗瑞德·盖奇带领的研究团队，将人
类胚胎干细胞植入了几只只有 14 天大的实验鼠胚
胎内，每只实验鼠胚胎植入 10 万枚。这些小老鼠出
生时大脑里就携带了 0.1%的人类脑细胞。

研究发现，那些植入老鼠胚胎的人类胚胎干
细胞虽然不是很成熟，但却能在老鼠的胚胎中继
续发育成熟，并和老鼠的干细胞融合在一起，共
同形成老鼠的新脑。

该实验在当时还引来了不小的伦理争议。
人兽杂交生物，将使得人类与动物的界限被

打破，稳定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当它们具有一部分人类的属性时，它们的道

德地位都需要被重新考量。”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
学院教授张新庆认为，到时，人与这种生物的关系，
这种生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都要重新建立。

但在张新庆看来，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本身是
受到质疑的。“因为人类的大脑是一个整体，只增
强动物某些部分的神经细胞，无法使它们拥有人
类大脑的复杂功能。”

正如瑞德·盖奇所说，它们距离人脑和人性
还有些遥远。

不过，也正是考虑到潜在的伦理风险，研究
人员一般在开展这类实验时还是非常小心的。
他们将确保这些实验动物在可能表现出人类的
某些行为特征时，立即停止试验。

高德曼也表示，研究团队不会尝试把人类细
胞植入到猴子体内。

干细胞治疗研究的普遍策略

如果不是为了诞生高智商动物，跨物种动物
干细胞移植的实验目的何在？

高德曼认为，具备混种大脑的老鼠对于研究
精神分裂症等精神方面的疾病具有重要意义，还
可用于测试多发性硬化症等疾病的新治疗方案。

这是因为，研究团队在一个平行实验中发
现，当人类未分化的神经胶质细胞被植入到难以
形成髓磷脂的小鼠体内时，它们会分化成少突胶
质细胞。髓鞘具有绝缘作用，可以防止神经冲动
传导时的电流扩散，保证神经元活动不会相互干
扰。如果髓鞘缺失，可能诱发多发性硬化症。而髓
鞘本身就是由少突胶质细胞突起形成的。因此，

神经胶质细胞移植可能用于治疗此类中枢神经
脱髓鞘疾病。

就在今年 10 月，《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发
表了一篇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周专教授研究
团队的文章。他们在体外培养的条件下，将人源胚
胎干细胞分化产生神经干细胞，以 65%的效率定向
转化为多巴胺样神经元，并将这些神经元移植到了
患有帕金森病大鼠的纹状体中。结果显示，这些移
植的多巴胺样神经元可以通过分泌多巴胺，使纹状
体中多巴胺的释放和再摄取得到显著的改善，而且
还缓解了患帕金森病大鼠的运动功能障碍。

该论文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康新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
干细胞治疗研究的普遍策略就是把人类的干细胞
移植到大、小鼠中进行研究。“这类实验的目的是
在动物中验证干细胞的治疗作用或治疗机制。”

不难理解，按照传统的动物模型，一般采用
同种动物移植，但无法消除的是与临床试验的跨
度。跨物种动物干细胞移植实验则可以作为与人
体实验之间的中间桥梁。

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医学
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教授韩忠朝也表示，通过这种
实验设计，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在进行人体试验前就
大致判断是否有治疗可能、是否有严重的并发症。

康新江提到，尽管人类细胞移植到小鼠中与移

植到人类自身的作用从理论上来说是一致的，跨物
种的细胞注射后通常还是存在免疫排斥的。

因此，韩忠朝解释，有时根据需要，研究人员会
选择免疫缺陷的小鼠来做实验，减少排异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组织，例如神经系统，
本身就少见排异。”韩忠朝说，“这是因为，排异与
免疫细胞反应有关，而神经组织免疫细胞较少。”

出于疾病研究和治疗的目的，科学家曾将人
类的干细胞注入到不少动物的胚胎中，研制出了
一些实验性的“人兽混种”。

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马约医院的杰弗
里·普拉特将人血干细胞注入猪的胚胎，这些猪
体内的血管中既流着猪的血，也流着人的血。他
认为这对医学界是一项重要的发现。因为科学家
一直在考虑将一些猪器官移植到病人身上，但同
时又不知道猪身上的病毒会不会潜入人体内，对
人类形成危害。如今科学家发现这一担心是真实
的，因为猪体内的病毒可以通过人猪细胞的融合
获得感染人类的途径。

美国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的伊斯梅尔·赞加
尼将人骨髓干细胞注射进羊胚胎的腹膜内，获得

了拥有 15%的人类细胞的羊。实验希望在其他动
物体内制造出人类器官，以解决可供移植的器官
严重匮乏的问题。

耶鲁大学的尤金·雷蒙德和加利福尼亚“伯
纳姆协会”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埃文·辛德在猴
子脑内注入了 800 万个人类脑细胞，目的是为了
研究人类脑细胞和运动神经元的秘密，从而找到
医治帕金森氏症的方法。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巴拉班从发育中的鹌
鹑体内取出小部分脑组织，然后将其植入发育中
的鸡脑中，培育出的鸡能鸣叫，并且具有鹌鹑特
有的头部摇摆行为。这证明，所形成的鸡脑中包
含鹌鹑鸣叫的神经回路，也证明复杂的行为能在
物种间转移。 （朱香整理）

备受争议的“混种实验”

图片来源院百度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