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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需要驾驶或操作重型机械的人来说，无法
抗拒的困倦可能会带来巨大危险甚至致命。为了他
们免受睡意困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师
发明了一种可检测大脑困倦迹象的耳机（上图），
进而提醒人们及时采取相应“提神”措施。研究成
果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通讯》上。
  耳机检测脑电波的方式与脑电图相同。大多数
脑电图使用一系列连接到头部的电极来检测脑电
波，而耳机使用内置电极——— 耳塞来检测脑电波，
耳塞电极专门设计用于与耳道接触。
  耳塞检测到的电信号比传统脑电图检测到的电
信号要小，但研究表明，他们的耳部脑电图平台足
够灵敏，可检测到阿尔法波。阿尔法波是一种表现
大脑活动状态的脑电波模式，当佩戴者闭上眼睛或
开始入睡时，这种模式会增强。
  用耳塞作为脑电图电极还需解决一些实际难
题。为了获得准确的脑电图，电极需要与皮肤良好
接触。研究团队希望设计出一种干燥且通用的模
型，这样任何人都可将它们塞进耳朵并获得可靠
读数。
  团队最终设计了大、中、小3种尺寸的耳机。
耳机采用悬臂设计，包含多个电极，可向耳道施加
轻柔的向外压力，并使用柔性电子器件确保佩戴舒
适。信号通过定制的低功耗无线电子接口读出。
  作为实验的一部分，他们要求9名志愿者在黑
暗的房间里戴上耳机，做一系列无聊的任务。每隔
一段时间，志愿者们会被要求评估自己的困倦程
度，并测量他们的反应时间。
  结果发现，即使耳机的信号质量不佳，仍能对
志愿者出现的困倦进行分类，准确度与同类更复杂
且笨重的系统相当。这款耳机属于“开箱即用”设
备，在对新用户进行困倦分类时也能保持准确性。

开车时打瞌睡怎么办

这款耳机能提醒驾驶员

　　近日，加拿大北极雷达站的一名工作人员因
遭到两只北极熊的袭击而死，这是一次极其罕见
的北极熊袭击人类事件。据悉，这名未透露姓名
的员工在加拿大东北部努纳武特地区无人居住的
偏远地带布雷沃特岛工作。管理雷达站的公司表
示，公司的工作人员立即赶到了现场，并杀死了
其中一只熊，但这名受到袭击的工作人员还是不
幸因伤势过重而死。
　　根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数据，北极熊袭
击人类的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罕见的。据世
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估计，全世界共有22000只
到31000只北极熊。但专家们此前曾警告说，气
候变化给北极熊带来了生存危机，因为不断融化
的冰会迫使它们更频繁地在陆地上寻找食物。不
过，北极熊袭击人类的事件仍然被认为是罕见
的，1870年至2014年期间共有73起相关报道。

北极雷达站工作人员

遭两只北极熊袭击

　　曾是“老烟民”的87岁日本老人渡边文学，
5年多来坚持一项独特的习惯：在家门口附近一
边散步一边捡烟头。截至今年7月7日，他捡到的
烟头已达10万个。他希望通过此举让大家能够认
识到，乱扔烟头就是在破坏环境。
　　渡边年轻的时候从事有关治理污染和保护环
境问题的社会活动，但他也曾是一个每天吸60支
烟的重度吸烟者。39岁时，他意识到自己不能一
边吸烟一边参与解决污染和环境问题的社会活
动，于是决定戒烟。从那之后，他开始呼吁社会
关注吸烟带来危害的问题。
  渡边散步时发现路边的烟头很多，于是从
2019年1月开始，每天早上拿着夹子和塑料袋，
在家附近散步30分钟，并记录沿途捡到的烟头数
量，一天平均有58个。他注意到存在“惯犯”，
在一些固定的地方反复出现同一个牌子的烟头。
随后电子烟的烟头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渡边也捡
普通垃圾，最麻烦的是装了好几个烟头的易拉
罐，把罐子倒过来摇晃烟头也出不来，只能用钳
子把罐子掰开取出。

日本87岁老人

5年捡了10万个烟头

  许多人都拥有与水相关的记忆。英国苏塞克
斯大学曾开展一个研究项目，邀请两万人记录自
己一生中不同时刻的感受。结果显示，绝大多数
人将最快乐的时刻与水联系在一起。美国《发现》
杂志报道称，研究表明，水不仅对人类生存至关重
要，而且确实能吸引人类，并以一些意想不到的方
式影响人们的行为。为什么人类如此喜欢水呢？
  此前，英国研究团队探究了人类在自然环境
和建筑环境中对水的偏好。他们根据水的存在与
否评估了人们对图像和真实物理空间的反应。这
项研究表明，无论是自然还是人造水景，都比无水
景观更受人喜爱，更令人产生积极的情绪。
  研究人员推测，这种“对水的崇敬”与长期
进化需求有关。早期人类被能供应淡水的环境所
吸引，与那些生活在缺水环境的人类相比，他们
更有可能生存下来。
  事实上，人类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水容器”
中。这个容器（即地球）里充满了形态各异的植
物和动物，这些动植物和人类一样，主要由水构
成。人在出生时，身体中有80%是水。随着年龄
增长，这个比例会下降到60%。
  细胞中包含了人体60%的水分，剩下的水分
大约有20%分布在细胞周围，10%在血液中，还
有10%在器官中。人类的眼睛有95%是水，血液
中有80%至90%是水，心脏、肺、肾脏和肝脏中
有70%至85%是水，皮肤中有75%是水，甚至骨骼
中也有22%是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海边
游泳和潜水时，会感到如此满足的原因。
  此外，人类的身心健康与大自然息息相关。
研究表明，无论是身处水中、水边还是水上，无
论是海洋、海岸、河流、湖泊还是池塘，都能给
人带来极大的康复效果，仅仅注视水面就能降低
血压和心率。     本报综合新华社等报道

为什么人类喜欢水

  “行星撞击”理论认为，6500万年前，一颗小
行星撞入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导致地球上75%的动
植物灭绝。撞击后不久，今天鸟类的祖先出现了。
近日发表在《科学进展》杂志的研究说，科学家在
鸟类的基因组中，发现了撞击大灾难的痕迹。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鸟类学家杰克·伯夫及其同
事使用新开发的软件，分析所有主要鸟类群体之间
的基因组差异，发现灭绝事件在撞击后300万至500
万年间，对鸟类基因组产生了几次重大变化，与成
年鸟的体形、新陈代谢和雏鸟的发育有关。
  例如，成年鸟类比鸟龙类恐龙要小得多。有的
鸟类婴儿期变得更小、更弱，出生时没有羽毛，需
要鸟妈妈悉心照顾。有的鸟类不需要这种照顾，比
如小鸭和鸡，显得早熟。
  伯夫说：“DNA组成的变化，从未如此明确
地与白垩纪末期的大灭绝联系在一起。”

科学家在鸟类基因中

发现大撞击灾难的痕迹

  据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消息，该校宋海军教
授团队的最新研究揭示了地球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几
次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中海洋原生生物有孔虫大小
与灭绝风险之间的关系，发现大个体有孔虫面临更
高的灭绝风险。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
期刊《科学·进展》上。
　　论文通讯作者宋海军介绍，有孔虫作为一种单
细胞海洋原生生物，广泛分布于全球海洋中，具有
超过5亿年的演化历史。有孔虫在海洋生态系统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参与碳循环并为许多海洋生物提
供食物来源。
　　研究团队收集了12701个样本数据，涉及晚泥
盆世弗拉斯期-法门期大灭绝事件、中-晚二叠世
大灭绝事件、二叠纪末大灭绝事件、三叠纪末大灭
绝事件、白垩纪末大灭绝事件。研究团队发现，在
海水氧含量较低的条件下，大个体有孔虫由于其较
小的表面积与体积比，使得氧气无法有效地扩散到
细胞内部，导致在低氧或缺氧环境中更易灭绝。
　　“这一发现对于理解现代海洋生物面对全球变
暖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宋海军说，全球变暖正导
致海洋脱氧，海水氧含量降低将直接威胁海洋动物
的生存。研究结果表明，类似有孔虫这种以扩散方
式获取氧气的动物，将面临更严峻的生存危机。

研究发现大个体有孔虫

灭绝风险更高

鲜花地毯
  当地时间8月15日，两年一度的“鲜花地毯”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正式开展。近百万朵
鲜花铺展开来，将比利时地标建筑布鲁塞尔大广
场变成“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