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光盯着发达的肌肉

金牌运动员的大脑不简单 耶鲁大学研究人员分析了3635
名50岁以上受试者在参与一项大型
健康调查时的数据，他们都回答了
一些与阅读相关的问题。

科学家将这些样本分成了三
组：不读书的人、每周读书时间最
长为三个半小时的人以及每周读
书时间超过三个半小时的人。

此次研究发现，喜爱读书的人
以女性居多，通常受过大学教育，
并且属于高收入人群。因此研究人
员将这几个因素选定为控制变量，
此外还有年龄、种族、健康状况、抑
郁状况、工作状况和婚姻状况。

与不读书的人相比，在长达12
年的后续回访中，每周读书最长三
个半小时的人的死亡率要低17%，
每周读书超过三个半小时的人的
死亡率则低了23%。喜爱读书的人
的平均寿命比一点书都不读的人
要多两年。研究人员发现在爱读报
纸和期刊的人身上也存在类似的
现象，但关联性要更弱一些。

负责此次研究的耶鲁大学流行
病学教授贝卡·R·莱维说，“财富、教
育情况、认知能力和其他许多变量进
行了调整之后，这一优势仍然存在。”

研究称读书
有益于延年益寿

有了这款未来感文身

你的皮肤就能打电话了
以出品各种黑科技闻名的麻

省理工媒体实验室最近又甩出了
一个新作品——— 一款未来感十足
的金箔文身。

简单来说，开发者希望将可穿
戴设备的体积缩小缩小再缩小，甚
至能柔软地贴合在我们的皮肤上，
不像一般的可穿戴设备那样需要
额外佩戴且占用空间。同样重要的
是，他们希望这个新的发明能符合
人们的审美，甚至能让人们看起来
更美。

基于这样要求，麻省理工实验
室的研究者开发了这款金箔文身，
并取名为DuoSkin，寓意我们的第二
层皮肤。别看这款产品只是薄薄的
一层，它却可以和电脑、手机进行
交互。

总之，这款产品非常实用，不
过一款高科技产品能否被人们所
接受往往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价格
和可操作性。

根据这款产品的开发者介绍，
DuoSkin文身的制作非常简单，价格
也并不是高不可攀。开发团队表示
希望这款产品可以在未来迎来大
规模的应用。尽管这样的文身很酷
很实用，但是别文太多块呀，否则
和奥特曼撞衫也是很尴尬的。

博尔特、菲尔普斯、迪巴巴三姐妹，这些在里约奥运赛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不断
刷新着人类身体的极限。他们出色的运动能力来自哪里？家族遗传，基因突变，还是日
复一日的勤奋训练？如果是刻苦训练，那么在同样一场比赛中，参赛者们同样技术精
湛，反应敏锐。但金牌得主与同样刻苦的第十名的区别在哪里？

本报记者 任志方

跑得快与遗传有关

博尔特有速度基因

与大多数普通人相
比，优秀的运动员不仅身
体更健康、更协调，他们大
脑处理信息的速度也更
快。拳击手可以提前做好
准备，更好地躲开对手将
要打来的一拳；跳水运动
员能在起跳时计算其旋体
位置，从而在碰到水面时
几乎不击起水花。与普通
人相比，他们的周边视力
能够更快注意到事物，并
能察觉出细微的变化。此
外，他们普遍能够更有效
地忽视干扰信息和无关信
息，完成任务。

这种出色的运动能力
有何遗传基础？科学家们
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数十
年的探索。他们起初把注
意力放在了身体素质相关
的基因上，例如肌肉功能
和血氧代谢能力等方面。
目前发现的400多个“运动
基因”，有的与摄氧量有
关，有的关系到肌肉的收
缩爆发能力，还有的则跟
肌体营养吸收转化能力有
关。

菲尔普斯的肌肉就属
于久战不疲的极品，他在
运动后体内产生的乳酸远
远少于其他优秀运动员，
大约只有普通运动员的三
分之一。

美国国家游泳队生理
部主任、体育运动科学博
士吉纳迪·索科洛瓦斯曾
在过去的20年里先后测试
过超过5000名游泳运动员，
发现其中绝大部分人在比
赛结束时体内的乳酸含量
都在一个范围之内——— 每
升血液中10到15毫摩尔。只
有一名运动员体内的含量
检测在10毫摩尔以下。在
创造了200米蝶泳世界纪
录后，菲尔普斯的这个数
字是5 . 6。当大部分游泳选
手在一场比赛后要花上20
至30分钟才能完全恢复状
态时，菲尔普斯只需要10
分钟。

博尔特为什么能跑那
么快？一项研究显示，大约
75%牙买加短跑运动员都
有“CC型”ACTN3基因。
ACTN3是一种肌肉蛋白，
它是第一个发现确切与运
动能力相关的骨骼肌基
因。ACTN3的某种变异，可
以让人体产生一种存在于
快肌纤维的蛋白质，为人
体提供爆发力。因此，科学
家称它为“速度基因”。

科学家通过对博尔特
的研究还认为，博尔特可
能同时拥有EPO(促红细胞
生长素)基因和CKMM(肌
型肌酸激酶 )基因等多种
促进运动的基因，有研究
者 就 说“ 他 中 了 基 因 彩
票”。EPO可以促使机体更

快地产生能量，CKMM则
可帮助机体将慢肌转化为
快肌，令运动员迅速通过
训练提高成绩。这些基因
使得博尔特血液中的荷尔
蒙含量与红细胞含量都高
于普通人，还能更快地从
疲劳中恢复。

塑造最杰出运动员

大脑也有功劳

然而，一些遗传学家
也开始研究隐藏在运动特
长背后的神经学基础原理
方面的问题。《生物科学杂
志》刊登的一项研究发现，
多巴胺 (一种让人产生愉
悦感觉的神经递质 )就与
此有关。

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的
研究者提取了50个杰出运
动员和100个业余运动员
的DNA，并比对了这两组
运动员的4个与运动能力
相关的基因，这4个基因分
别与肌肉生长、脑内多巴
胺转运、调节脑内5—羟色
胺水平和神经递质降解有
关。

研究人员在两组运动
员基因比对中只发现一个
基因有显著差异，这个多
巴胺激活载体(DAT)基因
在高水平运动员中比在业
余运动员中更加常见。该
基因一个突变体的出现率
在高水平运动员中比在业
余运动员中高出约5倍(高
水平运动员中有24%具有
这个基因，而业余运动员
仅有5%)。

由于多巴胺也参与大
脑的很多其他功能，例如
调节压力、忍受疼痛等，因

此可以说，这项新的研究
支持了“是大脑而不是机
体塑造了最杰出的运动
员”的想法。

另一项刊登在《科学
美国人》的研究则认为，对
杰出运动员来说，大脑所
起的作用或许更直接。该
项研究表明，大脑皮层深
处存在着一个微小的结
构，这一通常被称作脑岛
的结构，可以帮助神枪手
一边用手指扣动扳机，同
时敏锐地瞄准靶心；也可
以帮助篮球运动员在自由
投球线上集中注意力，忽
略篮板后面的粉丝们的尖
叫声和挥舞的手臂。

与此相似，2012年的两
个研究也发现，与多巴胺
有关的基因可以提高单双
板滑雪者的冒险行为水
平。领导这项研究的辛西
娅·汤普森表示，冒险行为
在运动员获得金牌的过程
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为了
获得奖牌就必须冒险，不
管是尝试更高的难度以获
得更高的分数，还是达到
失控边缘以获得更快的速
度。”她说，“我们的结果显
示，脑内的多巴胺通路可
以影响一个人冒风险的倾
向性，冒这种风险可以使
他们在比赛中更有可能达
到杰出水平。”

作为身体与大脑的联
络区，脑岛是运动精英腾飞
的跳板。研究人员认为运动
员拥有高度协调的脑岛，它
可以极其精确地预测身体
在下一刻的感觉。对未来身
体状况的这一预测模式指
挥大脑的其他区域作出反
应，而且这些反应比其他选

手和长期坐在电视前的人
更能满足将来的要求。这种
清晰的意识使奥运会选手
机智地激活他们的肌肉，比
普通人游得更快、跑得更
远、跳得更高。

后天训练也能

改变大脑结构

对于杰出运动员来
说，天赋固然重要，但后天
的环境、训练基础、训练方
法同样重要，这些因素会
与先天优势相互影响。体
育锻炼对于人体各方面的
影响，迄今已积累了庞大
的研究数据，从对各个主
要器官系统的影响，到对
多种基因活性的影响。

菲尔普斯认为他的成
功很大部分要归功于训
练。从高中毕业后，他大多
数时间都是从早晨7点开
始长达2个半小时的训练，
中餐后稍稍打个盹，然后
接着游，一直从下午3点半
到6点。

总之，他每天游的距
离多达12英里，他说：“我
知道没有人比我训练更刻
苦。”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曾对北京奥运会金牌选
手等12名中国跳水健将，
进行过为期三年的研究，
结果发现，优秀跳水运动
员的大脑结构与普通人之
间的确有所不同，他们在
双侧丘脑和左侧运动前区
上的灰质密度显著高于普
通人。灰质密度就是神经
元密度结构，研究证实了
丘脑的灰质密度与人类的
运动行为有某种程度的相
关。

这说明，运动训练不
仅仅是改变了肌肉和动
作，还改变了大脑结构。运
动员非但不是一般人所认
为的“头脑简单”，反而由
于多年的技能训练比一般
人更具优势，在与运动有
关的大脑组织和结构上，
他们的大脑更为复杂，这
两个区域的灰质密度增大
意味着他们具有更强的运
动能力。

▲ 里约奥运会百米大战场景

▲ DNA基因序列链示意图

科学家发明瞬态电池

遇水30分钟可溶解
由于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

废旧电池的处理问题近两年成为公
众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近期，美国
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水溶电池，或将
改变这一现状。

来自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科学家
宣布，他们发明的一款锂离子电池
可以为普通家用计算器提供2 . 5V
电压，时长15分钟的供电，更关键的
是，该电池遇水后能完成30分钟的
快速自动溶解。有媒体评论称，这将
成为全球第一款具备自行水解能力
的可商用电池。

据称，该水溶电池使用的“瞬态
电子”技术最初设计时是为了医疗
保健和环境监测应用，因为一旦暴
露在光照、高温条件下或者遇水，这
种瞬态电子就会自行分解。由于在
工作时能提供稳定的性能输出，过
后还可以自行降解，因此该技术也
可以应用在军事机密情报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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