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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5 日下午，江苏省南
通市崇川区观音山街道某工地
上发生电梯事故，一名工人在
维修电梯时被卡在电梯井中，
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这是继
9 月 14 日厦门华侨大学一名
大学生被卡在电梯中窒息身亡
后，又一则电梯吃人的新闻。

总结近几年的电梯事件，
每一次都令人心有余悸。然而，
当新闻事件被人渐渐淡忘，人
们依然违规乘坐电梯：超重依
然要坐，用身体卡住电梯门，在
电梯开合时抢上抢下……殊不
知，电梯并非时刻温顺，它也有

“脾气暴躁”的时候。

电梯怎么了？

当建筑越来越高，电梯就
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面对
这个让我们生活舒适便捷的

“伙伴”，人们的防备之心降
低，信任度越来越高。

这种信任来自于电梯古
老的历史。电梯早在古代的中
国及欧洲就有雏形出现，那时
人们以辘轳等工具垂直运送
人和货物。1845 年，第一部液

压升降机诞生，当时使用的液体为水。之后，直上
直下的垂直电梯和传送带一样的电动扶梯逐渐
替代了传统的楼梯。

“其实，相对来讲电梯还是比较安全的。”北
京市电梯商会副会长、北京巨通恒安电梯工程有
限公司胡永常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对于垂直电梯来说，现代技术手段就有多重保
护措施保证轿厢不坠落。比如轿厢后边安装配重，
平衡了轿厢所受的重力。在上升、下降过程中，电梯
也通常有超速保护联动机构防止失速坠落；还有轨
道与轿厢间与限速器联动机械式的安全钳装置，在
轿厢坠落时能够机械地夹持轨道并有效制停，防止
轿厢坠落；在地坑中还有液压阻尼缓冲器。因此真
正发生自由落体情况的概率还是非常小的。

电梯的多重保护无疑是其运行安全的保障，
在胡永常看来，近几年频发的电梯事故恐怕还是
与后期维护有关。

后期维护须注意

“厦门华侨大学的事故，可能是两种情况导

致。一种是俗称的抱闸也就是制动器失灵，另外
就是维护期间门锁回路短接线未及时拆除。第一
种一方面是自身产品质量问题，另一方面是维护
保养不到位，第二种则是维护保养违规操作。”胡
永常说。

电梯维护保养，既可按照保养项目分类，也
可按照保养时间进行分类。就保养项目而言，包
括对运行的电梯部件进行清洁、检查、润滑、调整
等工作。包括电梯曳引钢丝绳的锈蚀、断丝、断股
检测与润滑维护等。而按照时间则分为半月保养
项目、月度保养项目、季度保养项目、每半年以及
全年保养项目。胡永常解释说，电梯型号不同，保
养手册也不尽相同，但其中有些属于通用项目。

“就像汽车，不管什么车，保养时机油、机滤都需
要更换。”

良好的维护、保养记录，能够达到或延长电
梯的正常使用寿命。“以前曾经有过要求，电梯设
备每 5~6 年就要大修，使用 15 年就需要改造或
者更新。”胡永常说，“但目前，国家没有强制标
准。如果电梯设备运行情况良好，那么通过大修
可以延长寿命。当然，如果经济允许也可以改造。
不过，在国外，电梯和建筑物寿命是同等的。”

安全乘坐很重要

尽管电梯相对安全，乘坐时却不能麻痹大
意。胡永常建议，在乘坐垂直电梯时，特别是进出
轿厢时，最好不要看手机等智能终端，一定要先
观察轿厢的位置是否准确地停靠在与楼层同一
平面，有无轿厢停在两个楼层中间或者轿厢没有
上来或出现不平层的情况。“如果发现电梯门频
繁开合，也一定不能乘坐此电梯。”胡永常说。

另外，乘坐扶梯时最好要看好梯级踏板及间
隙，上下扶梯时，要确认脚落下的位置是否有空
梯级，小心踏空。要手握扶手带，两眼平视前方，
同时在扶梯出入口处迅速出入，切莫停留。

什么是农历

农历，是用我们民族古代历法排列日、
月、年并提供有关数据的历书，距今已有四千
多年的历史了。早在唐、宋时期，每当年末皇
帝就把新历书赐于文武群臣，因为是皇帝颁
发的，所以人们就把历书叫“皇历”。

古时候，历法很不统一，各个国家、民族、
部落都可以制定自己的历法。由于制法的依
据不同，便产生了不同的历法，以月亮变化规
律制定的历法，叫阴历，以太阳变化规律制定
的历法，叫阳历。我们现在使用的农历既不是
纯阴历，也不是纯阳历，是一种非常科学的

“阴阳历”。
阴阳历的历史是很久远的，并经过了历代

的使用、修改、充实而逐步完善。很早很早以前，
人们按照太阳的升落来安排生产和生活，即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时候就是白天干活，
晚上睡觉，人们把一天一夜当作一“日”，于是

“日”就成为最初的时间单位。随着时代的轮转，
简单的“日”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人们在劳动生产实践中发现天上的月亮有圆缺
变化的规律，于是就形成了“月”的概念，又把

“月”定为一个较长的时间单位。
古文献《尚书》中记述：“期三百有六旬六

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说明了在我国古时一
年（岁）的长度就定为 366 天了，后来到《周髀算
经》时，又有了新的认识：“故知一岁三百六十五
日四分之一，岁终也。”就是说，在连续四年的观
测中，有三年的长度为 365 天，而有一年的长度
为 366 天。因此，平均起来年的长度就为 365 又
1/4 天。“年”的概念建立以后，使人类在记时方
面跃进决定性的一步。至此，制定历法的基本要
素“年、月、日”均已齐备，我国民族历法就是在
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并日臻完善。

闰月的设置

为了改正太阴历和四季不协调的现象，古
人经过了长期的观测和反复实践，创造出一
种阴阳合历，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农家历》，它

的特点就在于既弥补了纯阴历的缺点，又力
求使历月与朔望月一致，使历年与回归年一
致，使月份和季节的变化比较吻合。

那么，闰月是怎么来的呢？公历以地球绕
日一周为一个回归年，总长度需时 365.2422
天；农历是以月球绕地球运行 12 圈即 12 个朔
望月为一年，一个朔望月，长度时间为 29.5306
天，12 个朔望月是 354.3672 天，比公历一个回
归年少近 10.88 天，三年后就少 30 多天，以此
发展下去，就会出现类似“十冬腊月涨大水，
冲得满地高粱头”这样时序错乱的怪现象，使
天时和历法不相符合。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古
人在天文观测的基础上，找出来闰月的办法，
保证了农历年的正月到三月为春季，四月到
六月为夏季，七月到九月为秋季，十月到腊月
为冬季，也同时保证了农历岁首在冬末春初。
这就是安排闰月的道理，农历三年逢一闰就
是这么来的。

但是三年一闰还剩余 3 天多时间，仍旧不
够精确，于是便采用了五年二闰法。五年二闰
法仍不够精确，便又采用八年三闰来补救，仍
相差 2 天的时间。又经过历代长时间的观测
天象，实践检验，最后确定了十九年七闰法。
这在阳历 （当今称公历） 上 19 年是 6939.60
天，农历 19 年（包括 7 个闰月）为 6939.69 天，
两种历法在 19 年间只差 0.09 天，可以说相当
精确了。

没有中气的月份

闰月放在哪里，也不是随意安排的。这里
需要介绍一下二十四节气。农历虽然以月亮
每次圆缺为一个记时单位，二十四节气却是
由地球绕太阳旋转时在轨道上所处的位置确
定的。这个轨道是 360 度的大圆圈，从零度起
每转 15 度（大约 15 天左右）为一个节气。零
度为春分，15 度为清明，30 度为谷雨……依次
排列到 360 度，共二十四个节气。所以农历不
是纯阴历，而是阴阳合历，利用二十四节气指
导各季节的农事活动是很科学的。

农历规定立春、惊蛰、清明等十二个为节

气（都在公历的上半月）；雨水、春分、谷雨等
十二个为中气（都在公历的下半月），而且要
求每月要有固定的中气。即雨水必须安排在
正月，春分一定要安排在二月……冬至安排在
十一月、大寒安排在腊月。这样一来，就出现
了很不协调的问题。因为公历地球绕太阳一
周的时间是 365 天 5 小时 48 分 46 秒，12 个中
气之间的平均间隔约为 30.5 天，而农历月球
绕地球一圈的时间只是 29.5 天，一个月差 1
天，因此二十四节气在农历上的日期就不是
固定的，要逐月推迟 1 天，一年累计就要推迟
11 天左右。由于农历大月只有 30 天，小月是
29 天，中气日期推迟到某个月末时，下个月就
可能没有中气了。因此农历又规定凡排不出
中气的月份，就是上个月的闰月。

今年是农历甲午年，生肖马（闰九月）。九
月三十是霜降（中气），下个月中气就排不上
了，得错后一个月才能出现，这个没有中气的
月份就得安排闰月。所以今年农历马年就有
两个九月。

农历的特色

我国是使用阴阳历最早的国家。由于是从
夏代发展起来的，故称夏历。早在公元前两千
多年，我国就已有了较好的历法，后经历代不
断改进，日臻完善，像祖冲之的《大明历》，把
19 年 7 闰改成 391 年 144 闰，使历年平均长
度更接近阳历回归年；郭守敬的《授时历》，又
把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计算得更为精确。

我国的农历，就是这样不断发展和完善起
来的，每个闰年所设的闰月都是根据天象和
节气等情况，综合考虑并通过精密的计算而
确定的。

同时历书中除保留干支纪年和十二属相
外，还配有二十四节气的交节日期及其主要
的农事活动，近年来又增添了生产和生活知
识的内容，这是我国农历所不同于任何一种
历书的特色。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
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科学史话

细数一下人们身边的多媒体设备，互联网
电视、电脑、手机、平板、电子书以及层出不穷
的可穿戴设备，除了睡眠时间，许多人几乎一
刻也离不开它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屏幕构
成了现代人生活的主体部分。这些屏幕之间，
没有严格的区分，而是一种联动的关系。正因
如此，人们在工作生活中往往在多屏之间频繁
切换自己的注意力，一边看电视一边用平板，
一边用电脑一边用手机。这种多屏时代的使用
习惯究竟是带给人更多的欢乐，还是加深大脑
多任务工作的负担？

边看电视边玩手机要不得？

早在 2012 年 8 月，伦敦奥运会中奥运观赛
和移动设备就开始紧密融合。用户在观看电视
画面和报道之后，还会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获取更多赛事、运动员信息。据谷歌透露，在奥
运会进行的某些时刻，来自平板电脑和智能手
机的搜索量，甚至超过了电脑。观众观看行为
的改变也让广播公司开始思考“多屏化”的赛
事转播模式。

这种观看行为的变化也被称作为“第二屏
效应”。国际著名的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公司
在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第二屏、社交网络和
电视观看行为的融合，正在提升看电视的体验
和乐趣，观众观看节目的满足感、幸福感加深，
第二屏甚至导致人们看电视的时间延长。

然而，近期英国撒克萨斯大学的研究人员
发表在美国学术期刊 PLoS One 的一项研究指
出，同时观看或操作多台媒体设备可能会导致
大脑结构的改变，对情绪调节不利。

撒克萨斯大学萨克雷意识研究中心的研

究人员针对 75 名志愿者的脑部进行了扫描，
与此同时调查他们平时使用智能手机、电脑、
看电视、看纸质媒体的习惯。分析结果发现，从
脑部结构来说，同时使用多个电子设备的调查
对象的前扣带皮层体积更小，而且，同时使用
电子设备的数量越多，前扣带皮层内的灰质密
度就越小。

据北大心理系教授沈政解释，前扣带皮层
从广义来说是大脑皮层前额叶的一个组成部
分，它与情绪、情感的调节作用有关，同时还与
执行监控和注意的调节作用有关。比如，儿童
注意多动缺陷障碍就与该区域的脑功能失调
相关。

撒克萨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担心多媒体多
任务工作可能对普通人的认知能力、社会心理
健康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一心多用”PK“一心一意”

事实上，人类的大脑究竟能否应付多任务
工作，并没有绝对的答案，尽管有不少科学实
验证明，“一心多用”的工作效率不如“一心一
意”来得高。

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大卫·梅耶的研究团
队在心理训练时，让志愿者从识别形状的任务
快速切换到解决数学问题的任务。与延长时间
继续专注于同一个任务的情况相比，由于志愿
者需要切换注意力，所以上述两项任务需要更
长的执行时间，同时思维的准确性下降。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学家厄尔·米勒
也研究证实，相比于循序渐进地做事，同时做
两件或多件事需要付出更多的脑力。他在志愿
者同时处理不同工作时对他们的脑部进行扫

描，发现即使面前有很多看得见的物体时，也
仅有一两件会引起大脑的反应。

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塞梅尔研究所
神经学家在《大脑革命》所阐述的，与关闭一个
电脑程序同时启动另一个程序的情况不一样，
注意力的切换需要一段时间来关闭和启动。每
次注意力切换时，额叶处理中心必须激活不同
的神经回路。

当大脑在两个任务之间来回切换时，神经
回路需要休息一会儿，这是一个耗时的过程，
并降低了效率。

但沈政指出，相反地，有针对杂技演员的
脑科学研究发现，他们在经过长期的多任务工
作的训练之后，脑细胞体积增大，相应的大脑
皮层变厚，大脑白质增多。这是有利于增进大
脑处理信息、储存记忆和认知能力的。只是目
前不同的研究方法在结论部分还存在差异。

“人类大脑本身从一定程度上可以适应多
任务工作。因为现实生活环境极其复杂，人们
不可能时刻只关注一件事务。”沈政认为，“注
意分配是大脑复杂的高级功能。相较于其他动
物，人类的注意分配也来得更精细。”

由此看来，多任务工作对大脑的影响并不
是绝对的。

合理分配你的注意力

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尹文刚在接受《中国
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大脑是否可以负
担多任务工作，与工作的类型有关。

用注意的认知理论解释，神经系统在加工
信息的容量方面确实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对所
有的感觉刺激进行加工。但是，不同的认知活

动对注意提出的要求是不相同的。例如，对一
个熟练的司机来说，开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可以毫无困难地一边开车一边和别人交谈。
但当交通非常拥挤时，他就必须小心驾驶，这
时他和别人的谈话可能就得暂停。因此，如果
加工任务越复杂，占用的认知资源就越多，可
分配的就越少。

另一种解释是，人们在同时进行的几种活
动中，有一项或者几项是自动化加工的，几乎
不受认知资源的限制，比如骑自行车或者织毛
衣，那么大脑就有足够的能力把注意力放在其
他需要受意识控制的认知加工活动中。尹文刚
表示，受意识控制的认知加工活动在经过大量
训练之后，是可以转变为自动化加工的。

沈政也认为，一定程度上的多任务组合以
及训练实际上是可以改善思维效率的。“前提
是，合理的分配以及适度的时间。”

在高强度的工作中，一般认为集中注意力
更有利于任务的解决，但在工作强度不大，或
者在休闲时间，同时进行多项活动，比如一边
看电视一边玩手机，只要持续时间不长，并不
会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

但如果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经常保持多任
务工作状态，由于人们总是想努力完成每一项
任务，长此以往容易导致压力积累、大脑信息
处理能力下降。

尹文刚还指出，这种习惯还可能导致情绪
的烦躁、焦虑。有科学家认为，从成年人的巨大
压力和狂躁症，到孩子身上的学习障碍和自闭
症，都可能与长时间的“一心多用”有关。因此，
沈政特别提到，尤其是对低年龄段的孩子，本
身集中注意力的养成还不完善，不宜进行过多
的多任务学习。

农历马年缘何闰九月
姻徐仁吉

在世界的不同文化发展时期，
迷宫这种建筑物始终吸引人们沿
着弯弯曲曲、困难重重的小路吃力
地行走，寻找真相。

迷宫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神话
中。它在希腊神话中是一座精心制
作的建筑物，由名匠代达罗斯为克
里特岛的国王米诺斯所设计，建造
于克诺索斯。这座迷宫用来囚禁米
诺斯的儿子———半人半牛的怪物
弥诺陶洛斯。整个迷宫由 12 座带
顶院落构成，所有院落都由通道连
接，形成 3000 个独立的“室”。有意
思的是，代达罗斯巧妙地建造了这
座迷宫，以至于在完成后，他本人
都几乎无法从中逃脱。雅典半人半
神的英雄西修斯在克里特的迷宫
中勇敢地杀死弥诺陶洛斯后，最终循着绳索
成功逃出迷宫。

现代迷宫成为了一种游戏有着可以选择
不同路径与方向的复杂分歧通道，它最好玩
之处就在于明明有一条正确的路，却不知该
往哪走。

有人试图总结一些走出迷宫的规律，例
如，进入迷宫后，可以任选一条道路往前走；
如果遇到走不通的死胡同，就马上返回，并在
该路口做个记号；如果遇到了叉路口，观察一
下是否还有没有走过的通道。有，就任选一条
通道往前走。没有，就顺着原路返回原来的叉
路口，并做个记号。然后，重复第二条和第三
条所说的走法，直到找到出口为止。但这种方
法依然存在漏洞。

如今，世界上各式各样的迷宫不胜枚举，
有植物迷宫、花园迷宫、主题迷宫等。据国外
媒体报道，世界上路线最长的花园迷宫就位
于英格兰的朗利特庄园，其设计并建筑于
1975 年，全长达 2.72 公里，占地约 60.7 公亩，
平均要花费 1 个半小时才能找到出口。而为
了让挑战者不要迷路太久，迷宫内共有 6 座
灰白色木桥，挑战者可以站上去观察目前的
所在位置。此外，迷宫内还设置有数个“迷失”
板子，如果实在找不到方向，挑战者可以举起
板子求救。

不难发现，现代迷宫设计已经不仅仅是
线条和图案的组合，更要有娱乐性、装饰性，
还要考虑那些穿越迷宫者的感受和需求，这
样才能趣味无穷。 （朱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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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人们在工作生活中往往在
多屏之间频繁切换自己的注意力，有研究认
为这可能会导致大脑结构的改变，对情绪调
节不利。但如果保证合理的分配以及适度的
时间，也可能改善思维效率。

多任务工作，
大脑行吗？
姻本报记者 胡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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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农历马年闰九月，这只是一种记时的方法，要说清
闰月是怎么回事，得从历法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