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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天生拥有很强的方向
感，有人则很容易迷路，即使开着
外置导航都能犯迷糊，“路痴”最
怕听到的一句话是：“已为您重新
规划路线……”

“路痴”是怎么形成的？原来，
大脑的海马体及附近的内嗅皮
层，含有和方向感有关的神经细
胞，正是它们紧密配合，帮大脑建
立了一个三维坐标系，这些细胞
若有一种以上不发达，就有可能
造成“路痴”。

科学家发现，那些方向感很
好的人，能在大脑中构建一个非
常高级的“地图”，可以在脑海中
任意翻转，想从哪个角度看，就从
哪个角度看。

举例来说：当你走过一条马路
时，从头到尾的一些位置，会被不
同的“位置细胞”各自打卡记录。

你每转一个弯，“方向细胞”会
尽职地记录下来，而“速度细胞”会
记录你走路时的实时速度，“边界
细胞”则会在你走到路边或墙边时
记录，以上4种细胞获取的信息，都
会汇总到“网格细胞”那里。

“网格细胞”会把这条路编码
成大脑中的“认知地图”，“认知地
图”建立起来后，每走到一个地
方，对应的“网格细胞”就会被激
活，告诉你所处的方位，未来再来
到这里，大脑导航系统也会自动
把路线规划好。

“在大脑自带的这个GPS系统
里，内嗅皮层中的‘网格细胞’，为我
们勾勒了有具体坐标的地图，海马
体里的‘位置细胞’则告诉我们在
哪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
亮教授说，方向感差的人，也有这
套导航系统，就是不怎么“好使”。

不认路？可能是忘了激活自身“定位系统”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

“路痴”的烦恼，没人能懂

又到了候鸟们一
年一度的迁徙季。不
论是先天遗传还是后
天学习，不同候鸟都
有一套巧妙的“迁徙
机制”，以及精准的

“导航系统”。
候鸟有一个每年

一度的生物钟，告诉
它们什么时候迁徙，
这种生物钟是固化在
每类候鸟基因中的。
当迁徙日期到来时，
它们就会利用独特的
感知系统，来确定迁
徙的航向。

候鸟的感知系
统，主要来自三个方
面。第一个是视觉，候
鸟通过观察夜间围绕
北极星的天体旋转，
在开始第一次迁徙之
前，就已经“学会”了
定位北方，它们体内
的生物钟，可以帮助
校准白天的方向。

第二个是嗅觉。
鸟类对曾去过地方的气味非常敏
感，而且记忆力强大，对候鸟来
说，嗅觉记忆更为强烈和稳固。迁
徙目的地所具有的特有气味，能
帮助它们准确识别哪些地方来
过，哪些地方没到达过。

第三个则是磁感应。近年来，
有研究团队发现，候鸟能根据体
内的短寿命分子片段产生的量子
效应，转化为眼睛的一种光化学
机制，使这些鸟类似乎能看到地
球的磁力线。

夜里迁徙的候鸟，靠什么“导
航”？科学家在雀形目候鸟的身体
中，发现了一种感应电磁的蛋白，
可根据地球南北极电磁感应的变
化来分辨方向，还有的鸟类懂得
观测星星的东升西落来定位。

所以，如今候鸟的迁徙路线，
是经过成千上万年的探路、尝试、
优化逐渐发展而来的，蕴含了大
自然的无穷奥秘。

葛
知
多
一
点

主笔：于梅君

方向感很复杂，定位出错不稀奇
方向感不是一种单一的感

觉，而是在环境中定位和寻找路
的能力。方向感强的人，能快速到
达目的地，避免迷路和绕道。

“方向感”这个词，涉及方向识
别、空间知觉、坐标系转换等一系
列能力，这些能力既受基因影响，
更与后天环境和训练相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张弢
教授详细解释了这三种能力：

“方向识别”，相当于确定
“你”的位置和当前运动方向，好
比我们在商场里看平面地图时，
标识“你”的那个小红点。

“空间知觉”，相当于地图，就
是外部空间各个物体的相对位置
和距离。

“坐标系转换”，则相当于
“你”如何旋转地图，使得它与你
的当前运动方向相匹配。

这就像我们用地图找路，“一
般我们要先确定自己面朝哪儿站
着，找几个标志物，然后拿出地图，
找对应的标志物在哪里，找到后，
旋转地图，让它与我们面朝的方向

一致，最后在地图上找到目的地，
该怎么走就一目了然了。”张弢说。

“方向感之所以不好，是空间
认知加工出了问题，人对距离有
不同的感知，有人的感知较准确，
有人的认知偏差较大。转换有问
题、细胞有问题等，都可能导致方
向感不好。”张弢说。

人类严重依赖视觉来感知世
界，大脑的导航系统，需要多种感
官的输入，包括声音、气味和触觉
(如行走时腿部肌肉的感觉)。来自
内耳前庭系统的信息也很重要，它
记录了我们移动的速度和方向。

另外，人的“位置细胞”和“网
格细胞”也存在天生差异，某些阿
尔茨海默病高风险基因携带者，方
向感要差于非风险基因携带者。

考虑到心理定位的复杂性，
出错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当灯
光熄灭、缺乏视觉输入时，“位置
细胞”的放电开始变得不稳定，会
使我们迷失方向；如果感觉系统
或导航系统受损(如脑损伤)，方
向感也会受到影响。

男人的方向感真比女人强？

导航正破坏我们自身的导航能力

难道“路痴”一辈子都没救
了吗？当然不是。认路能力可以
通过训练获得。英国一项研究
发现，穿梭于伦敦迷宫般街道
中的出租车司机，有更发达的
海马体。

只要你愿意“拯救”自己，一
定要熟悉环境。方向感不好的
人，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死记硬
背，只要你愿花点时间，总能记
住沿途的路标以及标志性建筑。
这也是环境熟悉后，不容易迷
路的一个原因。

多开发“新”路，多外出探
索新环境和路线，可以帮助刺
激大脑中神经细胞的连接。如
果一条路你已连续走了100次，
下次不妨换一条路线走走，并
注意街边的标语指示牌，尽量

独立地穿梭于大街小巷之间。
当刚走出地铁站时，可注意自
己影子的方向，以确定朝向。

对路痴来说，导航当然是救
命稻草，但科学家认为，导航正
在破坏我们的自然导航能力，如
果一味跟着导航路线行进，就不
容易注意周边的环境和行动路
线，这不利于大脑地图的构建，
自身导航能力也会悄悄退化。所
以，要克服认路障碍，就要学会
抛弃外界的导航帮助，培养身体

“自带”的导航能力。
经常有意识地锻炼开发大

脑细胞，尤其是多激活“位置细
胞”和“网格细胞”两种细胞，在
脑海中建立清晰的坐标系，总
有一天，即使没有GPS，你也不
用担心走失在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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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女路痴”的

比例好像高于男性，女性的空
间定位能力真的不如男性吗？

很多科学家通过实验进行
了研究。在一些识路测试中，男
性和女性的表现并没有明显差
异。而在一些男性表现优于女
性的测试中，男性更倾向于使
用心理地图，而女性则更多使
用基于路线的导航策略。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
让140名志愿者佩戴虚拟现实
眼镜，在一个模拟“迷宫”中进
行测试。志愿者可以遵循之前
学习的路线行进，也可以自己
找一条新路线。

结果显示，女性更倾向于
遵循已学过的路线，并会在中

途犹豫徘徊；男性更倾向于尝
试找出新捷径，这需要更强大
的心理地图“绘制”能力。平均
而言，男性在到达目标时，速度
更快，移动范围也更小。

其他模拟情景研究也发
现，在陌生环境中，女性比男性
更谨慎，会更频繁回到自己已
去过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

一些科学家认为，在远古时
代，迷路的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
遇猛兽侵袭等危险。因此，即便
是绕路，回到自己去过的地方也
会更安心。也就是说，男女认路
能力的差异，可能是进化使然：
远古时期，男性狩猎，走得远、爬
得高，空间感更强；女性采集食
物，更擅长通过地标记住路线。

生活中，为啥有人就像在大脑中装了一个活体GPS，无论走到哪里都认
路，有人却是“路痴”，每到一个陌生地方都会蒙圈？有人感慨“路痴不是病，
但迷起路来真要命”，可是，路痴真的不是一种病吗？没有方向感该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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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都不如男性呢？有统计显示，
男女性在视觉空间能力、心理
旋转能力、空间旋转能力方面都
有差异。这在很长时间，都被看成
认路能力“女不如男”的证据。

对此，北京大学心理与认
知科学学院魏坤琳教授强调：

“统计上有差异，不代表生理上
有差异。”他认为，男女在认知
能力上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

“女性和男性大脑的确存在差
异，但同性之间的个体差异，远
大于异性间的平均差异。”

不同人对空间线索的依赖
程度不同，有人很清楚空间中的
定位，东南西北辨得很清，会使用

“往北走200米再往西走100米”这
样的方向加距离的表述；有人更
偏爱标志性地点，比如“向前一直
走，看到路口的商场就右转”。

“与其强调性别差异，不如
强调个体差异。”魏坤琳说，男
性空间旋转能力强一些，更喜
欢绝对方位，女性更善于用地
标等参照物，男女空间定位方
式虽有所差异，但不能绝对说
女性定位能力低于男性。

强调性别差异，不如强调个体差异



海海马马体体内内嗅嗅皮皮层层

海海马马体体
内内嗅嗅皮皮层层

无论动物还是人

类大脑，都有一

个定位系统：海

马和内嗅皮层。

内耳中

的前庭系统

对定位能力

非常重要。

有的鸟儿似乎能看见地球的磁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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