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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国国科科学学家家研研究究显显示示，，体体温温在在打打哈哈欠欠前前升升高高，，打打完完后后回回落落

打打哈哈欠欠是是为为了了给给大大脑脑降降温温？？

孩子差两岁以上

更聪明

想要两个孩子的父母，或许
应该考虑一下，让两个孩子的年
龄差距最好在两岁以上。因为美
国科学家最近的研究证实，相差
两岁以上，大点的那个孩子会更
聪明，他们在算数和阅读测试上
的得分要高于和弟妹岁数更接
近的孩子。

可以控制

的年龄差

以前有很多研究发现，兄弟
姐妹的排行与所取得的成就很
有关系，但是他们的年龄差距并
没有引起重视。美国圣母大学的
副教授凯茜·S·巴克斯重点研究
了年龄差距与学习成绩之间的
关系。因为在她看来，在兄弟姐
妹中的排行谁都无法决定，但是
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却是父母
可以控制的。

凯茜·S·巴克斯采用了美国
全国青少年纵向调查的数据，被
调查者有1 . 2万名，他们都参加
了“皮博迪个人成就测验”，这是
一项衡量5岁至18岁孩子成就的
测试，其中包括算数和阅读。凯
茜·S·巴克斯对3000名女性进行
了调查，她们共生育了5000名子
女。

凯茜·S·巴克斯发现，出生
间距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孩子的
成就。研究显示，家中的老大，如
果弟弟妹妹小两岁以上，每小一
年，他们的测验成绩将有0 . 17的
标准偏差(SD)，即每一年他们的
成绩增加0 . 17(SD)。相反，如果年
龄差距在2岁以内，长子长女在
数学上的得分要降0 . 58(SD)，在
阅读方面得分降0 . 65(SD)。

年龄差会影响

父母对孩子的投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凯茜·S·巴克斯说，这是因为孩
子之间的年龄差距将影响父母
对孩子的投资。

研究发现，父母对第一个孩
子的投资要明显高于第二个孩
子。但是如果有了第二个孩子，
他们必然要分出时间给小的那
个，给长子或长女念书、讲故事
的时间就变少了，这样长子长女
在阅读方面参加测试的时候得
分必然会低。而如果年龄差距拉
大时，长子长女就能获得父母更
多的关注，他们在测验上的得分
就会高。

还有证据显示，财政收入限
制了父母对长子长女的投资。如
果孩子都差不多大，他们的家庭
收入又没有增长，那么父母对孩
子的教育投入就受到了限制。孩
子们在高中的成绩很难非常优
秀，就降低了他们念大学的可能
性。巴克斯的发现对经济地位相
对较低的家庭来说更有意义。

另外，孩子间的年龄差还会
影响父母与孩子们之间的关系。
比如，如果母亲在喂养孩子的过
程中，很快怀了下一个孩子，那么
第一个孩子吃到的母乳就会少，
会影响孩子的健康。

尽管拉大年龄差距，能让长
子长女更聪明，但凯茜·S·巴克
斯说，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年龄
差距对较小的孩子有任何影响，

“年龄差对他们来说，没有好处
也没有坏处，总之就是没多大影
响。”

(据《东方早报》)

上颌窦“送风”

给大脑降温

日前，美国科学家哈克与盖
洛普在合作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
一个观点：打哈欠可以令上颌窦
扩张和收缩，其作用就好像风箱
一样，不断将空气输送到脑部，从
而降低脑部的温度。上颌窦位于
颧骨下方，是一种蜂窝状组织。研
究者们假设，下颌运动时，鼻窦壁
也会随之伸缩，令鼻窦中空气流
通。

实际上，盖洛普几年前就提
出了打哈欠的“大脑降温说”———
如果空气的温度比大脑和身体的
温度低，那么吸入冷空气会迅速
降低面部血液的温度进而冷却大
脑，甚至会改变血液的流动。

盖洛普说，人类的大脑和电
脑有点相似，对温度相当敏感，温
度一高就没法高效运转了，打哈
欠相当于大脑的一个散热器。科
学家们还通过“降温说”解释了为
什么疲劳的人容易打哈欠。由于
疲劳和睡眠不足会导致大脑温度
上升，因此必须通过打哈欠来降
低大脑的温度。这一新的研究成
果，实际上是将降温原因聚焦到
上颌窦的“送风”作用上。

据最新公布研究成果的报道
说，盖洛普和他的团队在老鼠大
脑中植入探针，记录了老鼠在打
哈欠之前、之中、之后等各个阶段
脑部的温度变化。他们发现，马上
要打哈欠的那一刻，脑部温度达
到峰值，然后就开始下降，最后快
速降到打哈欠以前的温度。这表
明，打哈欠这一举动是由脑部温
度升高触发的，而且确实有助于
给脑部降温。盖洛普还对两名打
哈欠过度频繁的慢性病人进行了
研究。其中一人在“哈欠袭来”时
能做出预判，盖洛普让她在每次
发作前后都测一下自己的体温。
结果显示，体温在打哈欠前升高，
打完之后回落。

“我最近几年也听到过这个
说法。”南京脑科医院老年神经科
副主任、医学博士张丽对大脑降
温说并不陌生，她解释说，这个理
论的提出其实是认为打哈欠跟人
体的体温调节中枢有关。不过，从
目前的研究来看，这仅仅是一个
假说，而不是定论。

打哈欠是大脑缺氧

的自我保护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
这个研究成果发布之前，打哈欠
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

其中有三个打哈欠理论比
较出名。一是生理学理论，认为
人在缺氧时才会打哈欠，通过打
哈欠吸进更多的氧气，排出体内
的二氧化碳；二是厌倦理论，即
人在精神上感到无聊、疲惫和厌
倦时引发打哈欠；还有一个理论
也比较流行，美国马里兰大学的
生理学家普罗文和贝宁格对打
哈欠做了十多年的研究。他们发
现，夜间开车的司机会频繁地大
打哈欠，正在认真看书和做作业
的学生也会哈欠连连，可是却很
少有人在床上打哈欠。所以，打
哈欠是人们觉得必须保持清醒
状态的时候，促进身体觉醒的一
种反应。

张丽表示，目前医学上普遍
认同的还是第一个生理学理论，
也就是说，打哈欠是因为脑部的
缺血缺氧造成的，跟脑干和下丘
脑有关。

“打哈欠的时候，肺部扩张，
心脏交换血液增加，血液中的含
氧量就会增加，打哈欠就是大脑
缺血缺氧的一个信号。反应过程
简单说来是大脑缺氧，反应到下
丘脑，表现出打哈欠的症状。”张
丽说，同时打哈欠也是一种增加
大脑血氧含量的短暂自我保护，
所以日常的打哈欠其实是一个好
现象，而脑内缺血缺氧的主要原
因就是疲劳、睡眠不足，打完哈欠
可以提神。

研究显示，一次打哈欠的时
间大约为6秒钟，在这期间人全身
的神经和肌肉都会得到完全的松
弛。不过，如果脑部缺氧严重，这
种暂时的自我保护就不起作用
了。这就像人感到冷的时候，会表
现为打一个寒颤，寒颤令肌肉收
缩，同时打完寒颤，身体也会暂时
感到暖和一点点，但不会维持多
久。

医学上有一种病叫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睡眠中会出现呼吸
暂停现象，这就是脑部缺血缺氧
造成的。病人第二天可能就会头
昏、注意力不集中，出现打哈欠的
现象，但仅能起到暂时的缓解作
用，时间长了，还是会对大脑造成
损伤。

张丽说，大脑对缺氧缺血是
非常敏感的，这从大脑重量只占
人体重量2%左右，但大脑的血氧
却占到全身供血供氧的20%这个
悬殊的比例可以看出来。医学上，
人脑部缺氧不能超过6-7分钟，否
则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顽固性打哈欠

可能是中风前兆

打哈欠是因为大脑缺氧这个
结论的得出，病理性哈欠也作了
佐证。

张丽从病房里的脑梗死病人
身上观察到，他们会出现病理性
的哈欠 (顽固性哈欠 )，口张得很
大，哈欠连着打，自己不可控制。

“像这样的病人，就是大脑缺血缺
氧严重，短暂的自我保护已经不
起作用，频繁打哈欠已经变成了
一种病态。”

此外，这个结论还有医学上
的意义，因为明白了打哈欠的来
龙去脉，可能有助于对诸如癫痫
和偏头痛等病症的诊断，“癫痫
是大脑皮层异常放电，偏头痛是
血管收缩障碍，这些疾病发作之
前都会出现打哈欠过度频繁的
现象。如果一个人顽固性地打哈
欠，最好进行检查，看看是不是
出现了大脑缺氧、动脉硬化等问
题，还可能是中风的前兆。如果
及时检查，就有可能避免一次中
风。”

那么，这个脑部缺氧说跟大
脑降温说之间是不是完全不相干
呢？

张丽认为，其实它们也是相
关的。“大脑在耗氧的时候温度
高，也就是缺血缺氧时温度升高，
而补充血氧时温度降低，这跟细
胞的线粒体有关，从这个角度看，
打哈欠补充血氧所以降温也是解
释得通的。”

传染性打哈欠

是一种情绪传染

说到打哈欠，还有另一个问
题人们会立刻联想到，那就是打
哈欠会传染。如果看到身边的一
个人打哈欠，很多人都会抑制不
住地也打一个哈欠。这又是为什
么呢？

张丽说，传染性打哈欠和自
主打哈欠的原因完全不同。目前
学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是，看到别
人打哈欠而跟着打哈欠，是一种
简单的“情绪传染”，“每个人都会
受周围环境影响的，这就像看着
别人笑也会高兴，看见别人哭也
会悲伤一样。而打哈欠会立刻表
现出来，是因为这种举动非常简
单，并且正常人不会用意念去阻
止，所以很容易被传染。”外国的
神经学家对此也有过发现，他们

说在“传染性打哈欠”的时候，大
脑的颞上沟会活跃起来，在眼睛
和嘴部活动的感知过程中起作
用。

英国有一项研究称，那些看
到别人打哈欠自己就禁不住张
大嘴的人极容易对他人的情感
产生“移情”反应，不过也有科学
家做实验证明，这种行为不会发
生在5岁或6岁之前，另外患有孤
独症的儿童也不会“受传染”。也
就是说，缺乏移情的个体身上完
全没有这种现象。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你
读到“哈欠”这两个字时，可能也
会打哈欠。比如你现在在阅读这
篇文章的时候，会不会也有想打
哈欠的感觉呢？这几天，记者在
搜索打哈欠的资料时，看见打哈
欠的图片或者反复看见“打哈
欠”这三个字时，就会忍不住打
哈欠。张丽解释说，这可能也是
一种情绪反应。一些百科论坛上
也有人在讨论这个话题，有人认
为，这就像通过电子邮件和手机
短信中使用的笑脸可以感知他
人的情绪，而是不是打哈欠取决
于每个人大脑对语言的敏感程
度。

胎儿就会打哈欠

帕金森患者不打哈欠

另外，科学家还发现，人第一
次打哈欠是在母体内第11周的时
候。对此，张丽并不表示奇怪。她
解释说，打哈欠是由大脑的低级
中枢控制的，也就是一种原始反
射。打哈欠的反射就跟胎儿的吮
吸、拥抱等反射一样，是一种本
能。当人长大以后，大脑的高级中
枢(例如大脑皮层额叶、颞叶、顶
叶、枕叶分别掌管语言、理解、计
算、视觉等功能 )会抑制低级中
枢，所以成人打哈欠就有其他原
因。

另一个研究说，帕金森患者
几乎不打哈欠，这是因为正常人
打哈欠时，会在大脑中产生复杂
的生化反应，有一种叫多巴胺的
物质参与了这个过程，而帕金森
患者的大脑中缺乏这种物质。对
这个说法，从事帕金森研究多年
的张丽也有自己的看法，“都说帕
金森患者是面具脸，他们的面部
表情是非常少的，这是因为他们
的肌张力高，嘴不容易张开，而打
哈欠是必须肌肉放松的，所以他
们不能打哈欠，并不一定是与缺
少哪种物质有关系。”

(据《现代快报》)

张开嘴巴，吸入空气，

紧接着快速呼出一口气，

一种很舒服的感觉随之而

来……这是几乎每天都会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打哈欠

现象。

日前，美国科学家公

布了打哈欠的最新研究成

果——— 打哈欠是人体用来

自动调节大脑温度的一种

手段，当人的大脑过热时，

通过上颌窦的扩张和收缩

让清凉的空气进入大脑，

使大脑降温。

“大脑降温说”是怎么

回事？这跟我们通常所说

的大脑缺氧有怎样的关

联？打哈欠又有什么不为

人知的功用呢？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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