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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中国心理学会前任理事长

“喝水神器”如何迅速改变水温
姻本报记者张文静

“心病还须心药医”，这句话原本与“解

铃还须系铃人”异曲同工，意指要找到事出
原因，对症下药。但若只究其字面意思，这句
话更像是对心理学出现的一种肯定。

1879 年，德国学者冯特受自然科学的影
响，将心理学从思辨性哲学中分离，成为一
门独立的学科，并建立了心理实验室。自此，
心理学成为一个新的科学领域。

10 余年后，也就是 19 世纪 90 年代，美
国各大学风起云涌地仿效此举，建立数十个
心理学实验室，仅 1892 年就成立了 20 个，
这一年也是美国心理学会的成立年。

相较于对心理学颇为热衷的美国，中国
也并未落下太多。1921 年，中国心理学会成
立。它的成立还与一位当时颇负盛名的学者
密不可分。

国际心理学第一人“嫡传”

众所周知，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和民国教育部部长，但鲜为人知的是，蔡元
培当年出国留学学习的并非教育学，而是
心理学。

“19 世纪 90 年代初，民国政府派出一部
分有识之士出国留学。蔡元培就是其中之
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张侃介
绍说，“当时，蔡元培选择到德国，并最终选
择学习心理学，师从冯特。”

谈及这段历史，张侃颇有些自豪，因为
蔡元培拜在冯特门下，学成归国后，为我国
心理学发展注入了强心剂。“1917 年，北京大
学就开设了心理学课程。”张侃告诉《中国科
学报》记者。蔡元培还效仿其他国家，也成立
了心理学会。“应该讲，心理学在中国作为科
学分支的发展，与国际直接同步。”张侃说。

然而，随之而来的日本侵略，让整个中
国的科学发展几乎都陷入了停顿状态。“其
实，在抗战时，心理学会也在发挥自己的作
用。”张侃说，“当时中国心理学家曾经和美
国合作训练伞兵，也曾在战场上发挥了不小
的作用，这个工作根据现在发现的资料显
示，还得到中共地下党的直接指示。”

心理学的第二次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
后，那时不少学科都建立了自己的学会。各
科学领域的发展如雨后春笋般进入了快速
发展的进程。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
的冲击令中国的科学发展再次陷入停滞。

“‘文革’以后，心理研究重拾元气，在中
国科学院生根发芽。”张侃说。然而，真正令
国人认识到心理学重要性的，是在 2008 年，
四川汶川突如其来的一场大地震，导致数万
人痛失亲人、无家可归。国家除了派出军队、
医生进行救援和物质上的支持，另外还派出
一支心理学家组成的医疗队，帮助灾民进行
震后心理重建。

“灾后心理救援的概念一直存在，当年
美国洛杉矶大火、日本大地震等事件发生
后，这两个国家都曾派出心理学家进行心理
疏导。”张侃表示。

媒体的宣传加上灾后心理辅导的科学
普及，让更多人认识了心理学。不仅如此，如
今的心理学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现在心理学在人力资源、产
品设计、广告运用中应用最多。而很多开发
手机应用程序的公司，也都会聘用有心理学
背景的人，协助开发程序的友好界面。”张侃
介绍道。

对心理学认识误区多

尽管我国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
识到心理学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对
于心理学认知还存在误区。这其中最大的一
个误区就是“心理障碍就是精神病”。

正是因为这一误区的存在，导致人们有
了心理障碍也不敢就医，甚至还要隐藏。“就
像人会感冒一样，人的心理上也会出现失
调。感冒了休息休息，吃些药就会好，心理问
题如果发现及时治疗得当，经过调试人们也
会恢复正常。如果讳疾忌医，那么则可能让
心理失调症状加深，最终导致更严重的后
果。”张侃说。

就含义而言，精神病是指在各种生物
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影响下，大脑功能
活动发生紊乱，导致认识、情感、意识和行
为等精神活动不同程度发生障碍的疾病。
而“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的意识和行为，这些
是高度复杂的过程。它可能是人对某些事
情产生的困惑，但它不是病。”张侃说，“比
如，有个身体健康的男人，无法与异性打交
道，这就属于心理疾患。还有无法戒烟的人
也可以通过心理疏导。但这些不属于精神
病的范畴。”

而且，随着心理学的发展，一些难以说
清的情绪、对于社会的认知、人的潜伏心理
都有了明确的量化指标。例如，有些人不知
道自己应该学什么专业，或者不知道自己毕
了业应该干点什么，这些都可以向心理学家
求助。“心理学有职业兴趣测量，也有职业人
格测量，可以通过题目让人们了解潜在的自
己，以及适合的工作。”张侃说。

那么，有了量化的表格，是否就意味着
经过简单培训的人可以成为心理辅导工作
人员？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近几年，国内出现了一种现象：心理培
训多如牛毛，且门槛低，似乎只要认字、会
说话就能成为心理咨询师。对此，张侃解
释说：“过去劳动部曾经为了解决一些人的
就业问题，开设了心理咨询培训，但是这一
培训与成为心理咨询师还相差甚远。但这
样的培训也是向大众推广心理学的一种途
径。即便不能成为心理医生，个人也加深
了对心理的理解，可以帮助自己更好地处
理问题、适应社会。”

“曾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的中
科院院士潘菽说过‘心理学是未来的学科’。
这是因为心理学让我们认识到意识的本质，

让我们将遗传、环境对人的影响，从理论层
面去解决。一个人能充分认识自己，才能充
分认识社会，从而更快适应社会。别看有些
人学历高，但是一事无成，这就是心理不占
优势的原因。由此可见，心理学更重要的是
让人幸福和成功。”张侃说。

科学认识尚需时间

世界各国对于心理学的认识，都经历过
比较混乱的时期。“二战后，美国自由心理学
发展比我国目前的情况更严重，但是慢慢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浪淘沙，就恢复了正
常。”张侃说，“所以，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也需
要时间。国家和地方的重视已经让我国心理
学发展一直保持良好势头。”

1981 年，中国的大百科全书中，心理学
卷作为独立的学科被纳入其中，之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将心理学单独纳入
基金项目。2004 年，中国心理学会还成功主
办了心理学的奥林匹克大会———国际心理
学大会。“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届国际心
理学大会超过我们主办这届的质量和规
模。”张侃说。

而且，国家颁布的《精神卫生法》中也提
到了心理健康。同时，国家卫生计生委也要
求，所有三甲医院都要有心理门诊。“这些都
是国家对于心理学科的推动。”张侃表示。

“中国心理学虽然在发展中有起伏，但
是目前我国心理学国际论文数量排在发展
中国家第一位，我们的研究实力也相当于
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张侃告诉记者，

“不仅是科学研究，我们的科普工作委员会
也在对公众的心理科学普及作出积极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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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水肿，是指机体某些部位淋巴液回
流受阻引起的、软组织液在体表反复感染后
皮下纤维结缔组织增生、脂肪硬化；若为肢体
则增粗，后期皮肤增厚、粗糙、坚韧如象皮，亦
称“象皮肿”。淋巴水肿按发病因素可分为原
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继发性淋巴水肿是由
丝虫感染、外伤、手术创伤、大剂量放疗等诸
多后天因素导致的淋巴回流障碍性疾病，以
组织间隙的高蛋白水肿为特征。淋巴水肿至
今仍是医学领域的一个难题。

肢体淋巴水肿的患者极其痛苦，工作和
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而长年以来临床上一直
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各种康复治疗、药物及
手术治疗均效果欠佳。尽管多种方法有一定
的效果，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疗效难以
持久。近来有人试图通过减轻体重疗法，基因
治疗如 VEGF-C 等方法，实现淋巴水肿治疗
方法突破，但距离临床应用尚远。

近年来干细胞研究因其在理论和实践上
的重要意义，成为生物医学领域研究的热点。
骨髓基质干细胞是一类可进行自我复制和更
新的细胞，在不同的理化环境和细胞因子的
诱导下能够跨胚层向骨、软骨、脂肪、神经、肌
肉等多种谱系分化。与胚胎干细胞相比，这种
细胞有许多优点：易从自身取材，无免疫排斥
反应之忧，涉及较少伦理问题；体外易于扩
增、易分离以及体外操作简便。因此，在组织
器官缺损性疾病、组织器官退行性疾病、遗传
缺陷性疾病等多方面有重要的应用前景。但
是，到目前为止，骨髓基质干细胞在继发性淋
巴水肿的治疗方面，甚至在干细胞向淋巴管
内皮细胞诱导方面尚处于起始阶段。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是最具有代表性、分
化潜能较多的成体干细胞之一。它具有多项
分化潜能，有向损伤局部的趋化特性。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来源于中胚层，在一定的诱导
条件下能够向机体几乎所有的组织细胞转
化，并且有易于培养和增殖等许多重要的生
物学特性。在临床应用中，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已经成为治疗性血管生成细胞移植的良
好供体。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植入缺血组织中可以
存活并且分化为内皮祖细胞，进而成为血管
内皮细胞，另外还能以旁分泌的方式产生多
种生长因子，促进缺血区形成新的毛细血管
网，通过造影显示侧支动脉明显增多。干细胞
移植治疗动脉缺血性疾病（包括肢体缺血和
心肌缺血）的疗效也是肯定的。

相对于下肢缺血的患者，淋巴阻塞性疾
病患者年龄较小，骨髓干细胞老化情况较少，
尽管如此，骨髓干细胞转化率的问题仍然是
制约干细胞移植效果的主要因素。因此，提高
干细胞转化效率是增强疗效的有效方法，联
合生长因子注射和组织液体外诱导可能成为
今后临床应用的主要方法。

长期以来，国内外在临床上治疗淋巴水
肿的方式只能起到短期缓解作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只
有促进淋巴管的新生，新生的淋巴管才能促进淋巴回流，减轻
淋巴水肿。基于干细胞的多能性及相关的临床治疗经验，干细
胞在治疗肢体淋巴阻塞性疾病方面安全有效，并且目前实验
室、手术室技术和手段不断完善提高，使得该技术趋于成熟，并
且易于推广，因此干细胞移植有望成为治疗淋巴阻塞性疾病的
常规有效治疗方法。

（节选自《干细胞临床研究与应用》第十章：自体骨髓干细
胞移植治疗淋巴阻塞性疾病，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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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滚烫的开水倒入变温杯中，摇一
摇，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开水的温度便会
迅速降至 55℃左右，无须等待即可饮用。
自 2014 年 10 月推出以来，由于神奇的变
温效果，洛可可 55 度杯迅速风靡网络，被
人们称为“喝水神器”。

一个看起来与普通保温杯并无二致
的杯子，为何会有如此神奇的功能？北京
五十五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攀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其实，这里面的物理
原理非常简单。我们在这款杯子外面的隔
热层和里面的导热层之间贮存了一种微
米级相变材料，这种材料会随着温度的变
化发生可逆的固液转换。当把开水倒进去
时，杯子能够快速把热量传导到杯壁并贮
存起来，使水温降到 55℃左右。”

所谓相变材料，是指会随着温度变化
而改变物理性质，并能够提供潜热的物质。
生活中最常见的相变材料非水莫属。当温
度低至 0℃时，水由液态变为固态，即结
冰，并在此过程中吸入并储存大量的冷能
量；当温度高于 0℃时，水由固态变为液

态，即溶解，同时会吸收大量的热能量。
虽然原理并不复杂，但李攀表示，洛

可可 55 度杯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其导热
速度在家居用品方面是史无前例的，这样
的效果正是基于他所提到的微米级相变
材料。

“由于分子构成的特殊性，这种微米
级相变材料不仅吸热能力强，同时传热速
度快，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快速降低目标热
源的温度。而且，这种材料稳定性更强，能
够保证多次使用。”李攀介绍道，除了微米
级相变材料的填充外，洛可可 55 度杯在
导热层和隔热层通用材料的选择上，也采
用了食用级的 304 不锈钢和 PP（塑胶一
种，编者注），以保证其接触的安全性和使
用的舒适性。

对于为什么将杯子的变温效果设定在
55℃，李攀解释说：“我们的品牌理念就是
传递温暖，55℃的水能够满足人们对健康
和口感的需求，所以我们最终确定，通过材
料配比将水温控制在 55℃左右。现在网络
上流传的说法，即之所以设定在 55℃是因

为我们所用材料的变温效果只能达到这个
温度，是不真实的。现在我们掌握的技术是
完全可以改变温度设定的。”

李攀所说的网络传言，是指近日在微
信朋友圈疯转的题为《55 度杯的骗局，是
天真的悲剧》的文章，文中提及 55 度杯使
用三水醋酸钠、十二水磷酸一氢钠和明胶
进行降温。

“我可以肯定地说，洛可可 55 度杯的
材料绝非网传的三水醋酸钠、十二水磷酸
一氢钠和明胶。这些材料当然也可以导
热，但会带来很多问题，如果多次使用，材
料会出现不稳定性，不能持续降温，而且
对人体会造成严重危害。”李攀介绍说，正
品洛可可 55 度杯所用的材料是拥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实用新型专利号的。

“不安全的材料我们是不可能使用
的。”李攀表示，“因为，洛可可 55 度杯设
计研发的初衷就是带给人们更为健康、便
捷和人性化的生活，也透过这个产品表达
我们对人与人之间有情感、有温度的关系
的理解。”

干细胞早知道14

趣味科学

厘清中国心理学“脉络”
姻本报见习记者 袁一雪

学科漫谈

张侃

北京科普 （本栏目由北京市科委共办）

北京地区2013年度
科普统计数据发布

2014 年 12 月 30 日，北京市科委发布了 2013 年度
北京地区科普统计数据。统计数据表明，北京地区科普
经费筹集额继续位居全国首位，科普人员持续增长，科
技场馆建设有所增长，科普传播形式多样，以科技活动
周为代表的群众性科普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首都科普事业进入“新常态”，保持平稳发展。

本次统计工作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统
计范围为北京地区的中央国务院部门，市属委、办、局、
人民团体和 16 个区县，共回收有效调查表 1764 份。

统计显示，2013 年北京地区全社会科普经费筹集额
20.36 亿元，比 2012 年的 22.14 亿元减少了 1.78 亿元，仍
排在全国各省、直辖市之首。其中，政府拨款 14.52 亿元，
比 2012 年 13.21 亿增长了 9.9 %，占全部科普经费筹集
额的 71.32%，比 2012 年的 59.67%增加了11.65 个百分
点；科普专项经费 8.44 亿元，比 2012 年的 8.40 亿元增
加了 0.04 亿元，居全国各省、直辖市之首。按 2013 年
剔除中央在京单位后的科普专项经费 3.52 亿元计算
的人均科普专项经费为 16.67 元，依旧居全国各省、
直辖市之首 （排在全国第二的上海人均科普专项经
费为 15.62 元）；2013 年社会捐赠 0.26 亿元，比 2012
年的 0.17 亿元增加了 0.09 亿元。

北京地区科普场地建设有所增加。截至 2013 年
底，北京地区共有建筑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的科普
场馆 89 个，比 2012 年的 81 个增加了 8 个。在这些场
馆中，科技馆 22 个，比 2012 年的 21 个增加 1 个，科学
技术博物馆 67 个，比 2012 年的 60 个增加 7 个。北京
地区每万人拥有科普场馆建筑面积 464.92 平方米、每
万人拥有科普场馆展厅面积 189.80 平方米。科技馆、科
学技术博物馆 2013 年有 1754.4 万人次参观，比 2012
年的 1693.8 万人次增加了 60.6 万人次；科普场馆基建
支出共计 2.25 亿元，比 2012 年的 5.18 亿元减少 2.93
亿元。青少年科技馆（站）16 个，比 2012 年增加 2 个。

北京地区共有科普画廊 4165 个，比 2012 年的
3356 个增加 809 个。城市社区科普（技）活动专用室

974 个，农村科普（技）活动场地 2128 个，科普宣传专用
车 108 辆。

2013 年，北京地区出版科普图书 3747 种，比 2012
年的 2864 种增加 883 种，占全国出版科普图书种数的
44.49%（全国 8423 种）。年出版总册数 5158.54 万册，比
2012 年的 1888.25 万册增加 3270.29 万册，占全国年出版
科普图书总量 8859 万册的 58.23%；出版科普期刊 67 种，
年出版总册数 4355.04 万册；出版科普（技）音像制品 66
种，光盘发行总量 72.03 万张；发行科技类报纸年 7502.33
万份，比 2012 年的 5606.56 万份增加了 1895.77 万份；电
台、电视台播出科普（技）节目时间 4.156 万小时；科普网
站 234 个；共发放科普读物和资料 3698.56 万份。

2013 年，北京地区共举办科普（技）讲座 5.06 万
次、听众 654.03 万人次；举办科普（技）专题展览 5939
次、观展 3317.02 万人次，分别比 2012 年 5339 次、2904.
45 万人次增加 600 次、412.57 万人次；举办科普（技）竞
赛 3302 次、有 511.89 万人次参与竞赛；组织青少年科
技兴趣小组 5183 个、参加人数 35.94 万人次；举办实用
技术培训 1.91 万次，有 117.10 万人次接受培训。

2013 年，科技活动周共投入经费 2018.39 万元，比
2012 年的 2440.75 万元减少 422.36 万元，其中，政府拨
款 1602.66 万元；科技周期间，举办科普专题活动 3796
次，吸引 266.88 万人次参与。大学、科研机构向社会开
放 352 个，26.68 万人次参观；举办 1000 人以上的重大
科普活动 4039 次。

2013 年，北京地区拥有科普人员 4.88 万人，每万
人口拥有科普人员 23.06 人，比全国每万人口拥有科普
人员 14.54 人多 8.52 人。其中，科普专职人员 7727 人、
科普兼职人员 41044 人，科普兼职人员占 84.16%；女性
26004 人，占 53.32%；农村科普人员 5492 人，占 11.26%；
科普创作人员 1559 人，占 3.2%，高于全国的 0.73%。兼
职科普人员年度实际投入工作量 6.43 万人 / 月，人均
投入工作量 1.57 个月。注册科普志愿者 5.02 万人，比
2012 年的 3.33 万人增加了 1.69 万人。 （郑金武）

▲德国心理学家、实验心理学之父、
构造主义心理学派的奠基人冯特 （坐
者），1879 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
世界上第一所心理学实验室，使心理学
脱离哲学范畴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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