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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尼古
拉斯·科尔斯领导的团队，运用 3D 打印技
术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软体人工心脏。

（见本报 2017 年 7 月 20 日第 2 版）
据报道，目前用于泵送血液的人工心脏

泵等装置仍存在许多缺点，比如金属和塑料
材料难以与器官组织相融合，其不自然的运
动方式也会给血液造成一定损伤。因此，科
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比如
寻找塑性泡沫等生物相容性材料，以创造出
更接近人类心脏的人工心脏泵，用更安全、
舒适的方式来保持血液泵送。

3D 打印技术的发展，使得科学家能够
用柔软坚韧的材料制造出复杂的内部结构，
打造性能更加优越的人造心脏。

尼古拉斯团队创造出的软体人工心脏，
其硅心室中的泵送机制与人类极其相似。不
过它的结构和人类心脏并非完全一致———心
室之间不是瓣膜，而是充气和放气以便产生
抽吸作用的心室。除了供血液进出的输入和
输出端口，整个心脏基本是个密闭的整体，所
以不需担心不同的内部机制如何组合。

尼古拉斯团队用类似血液的液体对这
颗人工心脏进行了测试，结果很理想。不过
这颗人造心脏还是一款概念产品，无法用于
临床植入。因为用于制造这款心脏的材料不
够坚韧，大约只能支撑半个小时，具体使用
时间取决于心率的快慢。

不过，这项研究成果的意义仍然十分重
大，研究人员正计划使用更好的材料和设计
打造出一颗更加强悍的心脏。或许用不了多
久，医生就能使用这种软体人工心脏帮助心
脏病患者重获健康。

3D打印软体心脏

近日，湖北武汉发生了一起令
人唏嘘的悲剧。一名妈妈疑似因帮
女儿填错了大学志愿，怕影响了女儿
一生的命运，十分悔恨内疚，最后竟
选择投河自尽。

据媒体报道，该母亲非常关心
女儿的课业，于是帮助在外旅行的女
儿填了志愿表，事后却发现自己填错
了学校。女儿对母亲的失误非常生
气，母亲也越加自责，只留下一张字
条写着“我对不起你们”，离家出走。
几天之后，该母亲的尸体在一条河道
里被发现。

事件曝光以后，她被描绘成一
位被高考压垮的母亲，人们认为，高
考不应该成为孩子成功路上唯一的
通道。但有心理学专家却指出，这起
悲剧的核心是这位母亲本身，高考并
非重点。

一位连孩子填报高考志愿都要
完全包办的母亲，一定是一个对孩子过度呵护的
完美主义母亲。这类母亲的特点是神经敏感、焦
虑、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不认同别人的想法和意
见，只相信自己的计划才是最合理、是对孩子最
好的。于是，她会对孩子事事干预，连孩子本人并
没有要求的事，或者孩子完全能够自己做到的
事，母亲也会伸手帮他们完成。但如果爱过了，就
会变成过度干预、过度控制。

如果自己的计划不能完美实现，就会觉得自
己没有价值，于是开始责怪自己。更严重的后果，
就是用极端的方式惩罚自己。

但在这时候，她恰恰忽略了她所爱的孩子。
她完全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对家庭尤其是
对孩子最大的打击，会使孩子一辈子背负巨大的
伤痛，甚至无法走出来。

这样的家长抚养长大的孩子，可能想要摆脱
母亲的束缚，但同时又会对离开父母感到不安。
他们一方面依赖母亲，不如所愿就会表现出强烈
的愤怒，或是相反地拒绝母亲而让母亲感到困
扰。而中国式亲子关系经常陷入这种“爱与自由”
的矛盾中。

事实上，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并不是要成
为百分百母亲，过分泛滥的施予不是好事，母亲
的爱与关心需要恰到好处。在孩子未成年的时
候，给予一个稳定安全的充满爱的环境，对孩子
的不足与失误给予包容，耐心陪孩子一起面对困
难。最重要的是，母亲应该在孩子需要时及时出
现，但同时，也要在不被需要的时候，适时退出。
在这样环境中成长的孩子，长大才会成为“自我
实现”的人，他们会懂得坚定地捍卫自己，也会与
人为善。 （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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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脑电波，居然可以窃取个人密码？对
于这一问题，最近美国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
校的科学家们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他们通过一项研究发现，脑电图描记器
（EEG）头戴设备，即记录脑活动的一组电极可
以被黑客控制。通过观察使用者上网时的脑
波，黑客可以获取神经模式，成功猜出使用者
的密码。

此项研究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社会公众的
广泛关注。他们担心，一旦被黑客控制脑电波，
个人的财产、信用等方面将受到侵犯。

用脑电波窃取密码“不划算”

研究人员首先让参与研究的 12 名受试者
佩戴 EEG 设备，按要求在一个文本框中输入
一系列随机的 PIN 码和密码，模拟登录行为。
然后研究人员对受试者打字时对应的脑电波
发起恶意程序攻击。

他们发现，当用户输入大约 200 个字符之
后，该恶意程序就可以根据受试者的脑电波进
行更智能的猜测，猜对四位数 PIN 码的概率从
1/10000 提升到 1/20，而猜对六位字母密码的
概率从 1/500000 提升到 1/150。

而目前，大部分硬件的密码设置规则一般
都默认为四位 PIN 码和六位密码，如果脑电波
被恶意监测，那么密码很容易被黑客猜出。

据此研究人员给出建议，每当用户在输入
PIN 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可以通过插入噪音来
淹没脑电波，从而提高信息安全性。

在与技术团队研读该论文并进行分析后，
多年专注脑电波研究、并创办回车科技从事相
关硬件研发的易昊翔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这种情况的确有可能发生。“多
年前，也有实验室用专业设备进行过类似验
证。”

但他同时也强调说，首先需要明晰的一点
是窃取脑电波并非大家想象中的“想什么，设
备就能精确读取到什么”。“其原理是利用我们
在想密码以及打字时需要控制眼睛、手部肌肉
时，不同脑区的活跃程度不同，通过设备采集
脑区的活跃程度以及结合人工智能学习算法，
从而降低破解密码的难度。”

而这样的方法目前对于黑客来看似乎并

不“划算”。“非实验条件下还是挺难实现的，黑
客通过传统的监测键盘输入等方法会比利用
脑波窃取密码要简单得多。”

此外，要成功窃取密码，对于 EEG 设备的
类型也有要求。“本实验所使用的 EEG 设备是
美国的 Emotiv，是目前商用领域的代表设备之
一。它是一款多电极的脑电采集设备，主要利
用运动想象进行多维度的脑电控制。”

易昊翔解释说：“不是所有的脑电采集设
备都可以，实验的原理需要监测多个脑区的活
动，Emotiv 有十几个电极。但目前绝大部分成
熟的商用脑电设备都是单电极的，无法监测多
个脑区的活动。消费者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当心脑电波被恶意监测

那么，公众应该如何预防脑电波被恶意监
测的问题呢？

对此，易昊翔给出两点建议，从开发者的
角度来看，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加以规避。如
同亚拉巴马大学研究团队给出的建议一样，在
脑电波中加入噪声信号。“开发者需要提高保

护用户数据隐私的意识。”
从用户角度来看，则需要对可能发生的恶

意攻击情况提高警惕。易昊翔提示说，前文所
说的窃取密码方法需要让用户多次输入密码，

“黑客可能采用恶意程序使账户不断下线，用
户需要培养隐私泄露的风险意识，遇到类似异
常情况时候要有足够的警觉性”。

利用脑电波除了窃取密码，还可以作为身
份识别，即所谓的“脑纹”。

美国纽约宾厄姆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记录
了 50 名志愿者的大脑活动，参与者浏览经过
筛选以引起独有反应的 500 幅图片，包括一片
比萨、演员安妮·海瑟薇等。研究人员在参与者
观看图片时扫描他们的大脑绘制“脑纹”，识别
准确率高达百分之百。

与指纹不同，脑纹一旦被窃取可迅速置
换，并且可以评估登录者的精神状态，比如一
位疲劳的飞行员在刷“脑纹”时可能就会被直
接拒绝。此外，公安人员可以利用犯罪分子对
于某些图片的特殊脑电波信号，用于反恐及刑
侦领域等。

此外，脑电波还被应用于游戏、生活等各

个方面。
以回车科技推出的“易休智能小睡眼罩”为

例，先是通过监测个体对不同放松音乐的放松
情况反馈，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学习，从上千
首曲库中为个人定制挑选出最适合放松入睡的
音乐。之后当脑电波监测到用户睡着后，音乐音
量缓慢降低，并播放轻微的粉红助眠噪声，营造
良好的睡眠环境。当设备监测到用户快进入深
睡眠状态时，会用轻柔音乐将其唤醒，防止进入
深睡眠后醒来出现睡眠迟钝的现象，进而达到
提供高效小睡的目的。

脑机接口成热点

更值得关注的是，利用脑电波的特性，科学
家们将大脑与计算机结合，即脑机接口解决特
殊患者的需求。

截至目前，关于脑机接口最为著名的案例
便是 2014 年巴西世界杯上 28 岁截瘫青年朱利
亚诺·平托身穿外骨骼开球。巴西籍神经生物学
家、美国杜克大学神经中心主任米格尔·尼科莱
利斯是该研究的主要领导者，他在近期造访中
国，并亲自解释了该外骨骼的工作原理。

朱利亚诺·平托虽然失去了运动能力，但大
脑仍可以正常工作。他大脑发出的行动信号，经
电极采集后传输到计算机装置中，大脑信号就
会被识别并转化成数字化行动指令。在收到指
令后，外骨骼就如同生物意义上的四肢一样，做
出动作。

在该项研究中，米格尔采用的是植入式电
极，需要将电极植入到使用者的颅内。相对于非
植入式设备，该方式采集的信号质量好。但却需
要手术，还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信号弱化的
问题。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洪波指出：“植入的
电极会被神经包裹，从而降低信道效率。”

出于以上原因，在医用领域之外，特别是在
商用游戏领域中，非植入式脑电采集设备更受
青睐。目前监控脑电波的设备一般都采用脑电
图（EEG）设备的形式，用于放大并记录头皮处
由大脑产生的微弱生物电信号。

“其特点是采集相对简单，电极无须植入，但
信号质量相对于植入式脑电采集差。”易昊翔表
示，脑电波如果能正确规范地使用，带给人类的是
福，而一旦被黑客窃取作为他用，便成为了祸。

利用脑电波，是福还是祸
本报记者张晶晶

7 月 15 日，由上海科技馆、上海东方艺术
中心共同主办的上海科普大讲坛在上海东方
艺术中心举行。82 岁的中科院院士、天体化学
与地球化学家、中国探月工程领导小组高级顾
问欧阳自远与科学史专家江晓原、正在东艺演
出话剧《李白》的表演艺术家濮存昕上演了一
场题为“当‘李白’遇见火星”的跨界交流。

人类自诞生开始就从未停止过对宇宙的
探索，为什么地球有生命？宇宙中的其他星球
是否也有生命的存在？欧阳自远的讲座从“火
星”谈起。这颗在中国古代被称为“荧惑”的红
色星球，代表着旱灾、疾役、兵乱、死丧等乱象，
在古罗马和古希腊神话中都是“战神”的化身，
象征着嗜杀、血腥和灾祸。但如今，人类正在梦
想把它改造为一颗美丽的蓝色星球———人类
能够存活的第二个地球。

为什么是火星？欧阳自远解释说，在靠近
太阳的类地行星中，水星昼夜温差极大，金星
的大气压是地球的 92 倍，二氧化碳浓度高达
95%，而同样拥有四季变化的火星则是表面环
境最接近地球的———尽管相较地球来说，火星
平均 -60 摄氏度的气温于生命而言仍然十分
恶劣。

“人们误解了火星许多年。事实上这是
一颗‘好脾气’的温和星球。”欧阳自远说，无
论古代还是当下，火星总是人们愿意去探索
的地方。

火星人真的存在吗？目前的答案是否定
的。人类已对火星开展了 40 多次探测，证明火
星现在没有任何生命活动的迹象。而通过对一
块掉落地球的火星陨石的分析，科学家得出了
火星可能存在过生命体的结论。“跌宕起伏的
火星生命探测历程，已经展示出令人鼓舞的前
景”，欧阳自远介绍了美国的火星探测计
划———2033 年载人登陆火星，而中国科学家

也正在努力，希望在火星 26 年一次的发射窗
口期，实现中国的载人登陆火星计划。

“中国应该飞得更远。中国有能力飞得更
远。”在欧阳自远看来，人类通过几个世纪的努
力，将火星改造成一个生态环境友好的新世界
并非没有可能，地球—火星将成为人类社会持
续发展的姐妹共同体。

欧阳自远在分享中引用“俄罗斯航天之
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话说，地球是
人类的摇篮，人类终将长大，离开自己的摇篮。
他表示，人类（探测）的第一步，是去离地球最
近的月亮；去火星，则是到隔壁邻居那去看看。

他表示，中国计划在 2020 年发射火星探
测器，还在持续开展月球探测后续任务，未来
还将进行木星及其他天体的探测。

在众多有关火星的科幻电影中，江晓原推
崇的《火星任务》有个情节为这一发现提供了
合理解释。影片中，火星人集体迁徙，却留下一
人看守早已破败不堪的家园，并告诉他只有当
地球人拥有造访火星的能力后，他才可以离开
火星，与同族汇合。在等待了数亿年后，当观察

到遥远地球上的人们正在兴致勃勃地飞往火
星时，留守者泪流满面。

江晓原还针对“火星移民计划”，解释了人
类长久以来对外太空的疑问和猜想。据悉，除
了各国科研机构的火星探测计划，荷兰一家私
人公司公布了一个火星移民计划，要在 2023
年将 4 名志愿者送往火星，并为此在全世界范
围内招募人选，曾引起一时轰动。

“火星移民计划”靠谱吗？江晓原对此泼了
一盆冷水，“生命支持系统是否跟得上？航天器
的运载能力解决了吗？最致命的还是火星大
气 的 问 题 。 对 比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的火星登陆计划，一家商业公司真
的有比 NASA 还提前 10 多年实现登陆火星
的能力吗？”在江晓原看来，正是人类科学手
段的逐渐发达，让火星文明逐渐从科学走向
幻想，当火星文明成为幻想对象，也就不难
理解有这么多火星题材的幻想作品出现，

“比如 2000 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 《火星任
务》，更像是 NASA 的一部宣传片”。

正因人类对于火星、对于宇宙的了解还远
远不够，因此从古到今，人类对于未知的想象
图景才这样绚烂多彩。“科学与艺术就像一双
筷子，缺一不可，科学让我们向往未来，艺术教
我们探索自我”，自称“垫场者”的濮存昕用一
个比喻为“科学与艺术的相遇”写下了生动的
注解。

据悉，这场讲座后，还有 11 场科学与艺术
系列讲座和工作坊，讲座将邀请重量级科学家
和艺术家同台，围绕音乐与情绪反应、人体发
声学、音乐厅设计原理等主题，展开不同学科
间的对话；工作坊则将通过现场演示和互动，
让观众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体验艺
术中的科学原理，激发科学与艺术碰撞出更多
火花。 （黄辛）

当“李白”遇见火星

你玩视频游戏吗？如果是这样，你并不孤
单。视频游戏越来越普遍，甚至越来越受到成
年人的欢迎。游戏玩家的平均年龄一直在上
升，去年的平均年龄为 35 岁。特别是高科技的
加入，让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视频游戏。

以前，许多忠实玩家或在台式电脑或游戏
机上玩，但新一代休闲游戏玩家已经出现，他
们只要空闲下来，就要玩智能手机或平板电
脑，就像早上通勤打卡一样。那么，视频游戏对
我们的大脑和行为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多年来，关于视频游戏对健康和幸福的影
响这一问题，媒体甚至提出了各种耸人听闻的
观点。在《人类神经科学前沿》杂志中，马克·帕
劳斯（Marc Palaus）作为第一作者的一篇文中
讲道：“游戏有时被称赞或妖魔化，通常没有真
正的数据支持这些声明，而且，游戏是一个受

欢迎的活动，所以每个人似乎都对这个话题有
鲜明的意见。”

为此，帕劳斯和他的同事一共收集了 116
项科学研究的结果，其中 22 项研究了大脑的
结构变化，其中 100 例研究了大脑功能和行为
的变化，以期研究视频游戏是如何影响我们大
脑结构和活动的，有没有出现新的趋势。

研究表明，玩视频游戏的确可以改变我们
大脑的表现，甚至改变大脑的结构。例如，玩视
频游戏会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并在大脑中涉及
注意力的区域内效率更高。

此外，还有证据表明，视频游戏可以增加
玩家的与视觉空间技能相关的大脑区域的大
小和效率。例如，在视频游戏培训计划中，长期
玩家和志愿者中的右侧海马都被扩大了。当
然，视频游戏也可以上瘾，而这种成瘾被称为

“互联网游戏障碍”。
研究人员发现，游戏成瘾者的神经回报系

统的功能和结构变化，部分原因是它们暴露于
引起渴望和监测其神经反应的游戏线索。这些
神经变化基本上与其他令人上瘾的疾病相似。

那么所有这些大脑变化是什么意思？
“我们专注于大脑对视频游戏的反应，但这些
影响并不一定会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变化。”
帕劳斯说。由于视频游戏是一项新技术，因此
对其影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例如，我们
还在继续研究游戏的哪些方面会影响哪些大
脑区域以及是如何影响的。

“视频游戏很有可能是积极的（注意力、视
觉和运动技能）方面和消极的方面（成瘾风险）
并存的，我们必须重视这种复杂性。”帕劳斯解
释说。 （春平编译）

玩游戏会“连累”大脑吗

在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叫作“胜利者效
应”，即先前的获胜经历会使之后的胜利变得
更加容易。浙江大学胡海岚研究组通过动物
实验破解了背后的神经科学机制，首次发现
哺乳动物大脑中“胜利者效应”的神经环路。

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报告大脑
内的中缝背侧丘脑—前额叶皮层这一神经环路
介导“胜利者效应”，刺激大脑内侧前额叶的神
经活动可显著增加小鼠与其他小鼠争斗获胜的
机会，提高它们在社会竞争中的地位。

胡海岚研究组曾于 2011 年在《科学》杂志
上发表文章，提出钻管测试能体现小鼠的社
会等级关系，即两只小鼠在一根管子里狭路
相逢时，地位低的小鼠将后退，为地位高的小
鼠让路。

在最新工作中，研究人员对小鼠参与钻
管比试时的前额叶皮层神经活动进行了记
录，发现前额叶皮层神经元的活动在小鼠消
极后退时没有变化，但当小鼠推挤和抵抗时
则显著增强。

当研究人员利用药物降低这些小鼠的前
额叶皮层活动，他们观察到小鼠在钻管测试
中的推挤行为显著减少，社会等级地位降低。
反之，利用光遗传学方法刺激前额叶皮层，将
使小鼠在钻管测试中主动地进行更多的推
挤，使原先低等级小鼠战胜高等级对手，实现

“逆袭”。
为进一步探索“胜利者效应”的神经环路

机制，研究人员利用光遗传学等方法记录了
神经环路在重复胜利经历前后的变化，发现
重复胜利显著增强了该神经环路的突触连接
强度，从而影响后续竞争中的表现。突触是神
经细胞间传递信息的关键结构。反之，长时间
诱导突触连接减弱使胜利者效应完全消失。

为观察竞争优势能否迁移到其他行为，
胡海岚研究组又做了小鼠热源争夺测试，让
同笼 4 只小鼠在寒冷环境中争夺温暖的窝。
他们发现，通过钻管测试获得重复胜利经历
的小鼠，在热源争夺中也更容易获胜。这一结
果首次说明“胜利者效应”能从一种行为学范
式迁移到其他行为。

胡海岚研究组指出，这一发现为研究社
会行为相关的疾病提供了治疗思路，并且为
在竞赛中提高选手成绩的行为训练策略提供
了理论依据。比如，拳王泰森曾经锒铛入狱，
出狱后重新摘得拳王桂冠并非易事。因此，他
的经纪人为他安排了两场与实力较弱对手的
对抗赛。在赢得这两场比赛后不久，泰森又战
胜了实力强悍的对手，重获拳王称号。

（北绛整理）

胜利者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