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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焦虑会

影响大脑运转

奇怪的是，男人却不受影响

如果你是一名爱着急的女
性，那要注意了：美国研究人员
发现，与不爱着急的人相比，焦
虑的女性完成简单任务时会感
觉更“费脑子”，而且完成困难
任务时出错几率更高。

有统计数字显示，爱焦虑的
女性数量是男性的两倍。为弄清
其中原因，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研究人员在心理学系助理教授
贾森·莫泽的带领下展开实验。

研究人员招募79名女大学
生和70名男大学生，让他们完成
简单任务，同时在他们头上放
置电极，观察大脑活动。这个简
单任务是，大学生们观看电脑
屏幕，屏幕上会不断出现5个英
文字母，他们只需记下中间的
字母即可。这些字母有时完全
相同，比如“FFFFF”，有时稍有
区别，如“EEFEE”。完成辨认字
母任务后，大学生们还要回答
调查问卷，评估自己是否容易
焦虑，焦虑的频率如何。

实验结果显示，日常爱焦虑
的女生辨认字母时脑部电活动
多于心情平静的人，男生间则不
存在这种差别。另外，学生们在
完成简单的辨认字母任务时表
现相当，但完成稍难任务时，平
时爱焦虑的女生出错更多。

“这一结果意味着，焦虑会
影响女性完成任务时的表现，
对男性没有影响。”莫泽表示，
焦虑女性的大脑会受到各种思
绪的影响，为完成任务，她们的
大脑不得不更努力运转，想得
太多会给女生在学习中制造更
多困难。焦虑的孩子，特别是女
孩，学习数学等科目时更吃力。

莫泽说，这是迄今为止第
一个试图找出焦虑与大脑反应
错误率之间关系的实验，“或许
能帮助预测女孩在未来生活中
焦虑的发展程度”。不过，研究
人员还是没有弄清为何女性更
容易焦虑。研究人员目前怀疑
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是让她们容
易焦虑的“罪魁祸首”，但这仍
需要通过进一步实验验证。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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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笑笑还还是是假假笑笑
你你看看得得出出来来吗吗？？
专专家家说说，，假笑因为身心不一致，会有明显破绽

日常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明明做了令对方反感的

事，人家不好意思直接说，“友好”地笑笑，我们还以为对方是真心地高

兴，结果就好心办了错事。现在美国科学家开发了一款软件，能识别任

何“皮笑肉不笑”。

那么，虚假的笑容到底有哪些破绽呢？微表情专家胡慎之说，真笑、

假笑并不能控制自如，当我们抑制真笑时，脸上初始的状态，即那种高

兴的表情仍然会出现；而假笑因为身心不一致，就会有明显破绽。

日常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
过这样的情况，明明做了令对方
反感的事，人家不好意思直接说，

“友好”地笑笑，我们还以为对方
是真心地高兴，结果就好心办了
错事。现在美国科学家新开发了
一款软件，能识别任何“皮笑肉不
笑”，有了它，你再也不会被微笑
的假面所欺骗了。

生活中，真笑和假笑有时确
实很难辨别，但是假的真不了，虚
假的笑容到底有哪些破绽呢？

10个月的婴儿

也会“皮笑肉不笑”

真诚的笑容能让周围的人都
感受到幸福，但是，如何察言观
色，分辨出真笑、假笑呢？最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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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出被测
试者发出的笑容

究竟是不是真诚的。
研究人员让被测试者进行两

组不同的面部表情测试。首先让
他们看一组可爱婴儿的视频，让
他们条件反射地在电脑摄像头前
表现出真实高兴的笑容。然后，他
们又要求参与者在电脑上填写一
大篇有关自己的资料，在点击“提
交”键后，参与者发现所填写的资
料全被删除，此时90%的参与者都
不由自主地露出了沮丧的笑容。

通过两组摄像头记录的图
像，研究者提取相关数据，将心理
学与计算机识别结合起来，有效
地区分被测试者的表情，划定真
实笑容的数值范围，据说准确率
高达92%。实验得出了一个规律，
真实的笑容通常来得要慢一些，
甚至有反复的情况发生；而沮丧
的笑容通常来得快，消失得也快；
此外，虽然外表看起来差不多的
笑容，假笑和真笑在肌肉的表现
上也不同。

其实，不仅成年人会假笑，10

个月大的婴儿就已经会“皮笑肉
不笑”了。当他们看到陌生人走近
时，会露出没有情绪的假笑，只有
母亲靠近时才会真心地微笑。

科学家很早就开始研究真笑
与假笑的区别了。1862年，心理学
家杜彻尼使用电生理和放大的技
术，对每一部分肌肉的细小变化
与面部褶皱进行分析。他发现欢
乐的情绪表达在颧骨肌肉和眼轮
匝肌上，前者可以被有意识地控
制，后者却只能为真实的快乐驱
使。眼周的肌肉是情绪的真实传
达者，不受我们的控制，虚假的笑
容是无法引起眼轮匝肌收缩的。
于是，这种让面部颧骨肌肉和眼

周肌肉发生变化的“真笑”，被命
名为“杜彻尼微笑”。

不少科学家都想努力证明
“杜彻尼微笑”的真实性，证明情
绪真的能控制面部肌肉。有科学
家通过实验发现，当人们观看喜
剧时，颧骨肌肉和眼轮匝肌就会
收缩，也就是出现了“杜彻尼微
笑”。并且，积极情绪也和“杜彻尼
微笑”的频率密切相关。难道欢乐
的情绪真的能够控制面部肌肉？

说眼轮匝肌收缩，很多人听
不明白。换种说法，真笑时我们嘴
角上翘、眼睛眯起，会产生鱼尾
纹。而虚假的笑容是下意识地收
缩脸部肌肉，故意咧开嘴，虽然整
个脸挤成一团，给人造成眼睛眯
起来的假象，但假笑时眼角是没
有鱼尾纹的。那么这种说法是真
的吗？

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南京
鼓楼医院整形科主任医师谭谦。

“其实，我们的脸上有很多块表情
肌，表情肌和身体的其他肌肉不
同，它属于皮肌，当皮肌收缩时，
我们才能做出喜、怒、哀、乐等各
种表情。”

谭谦指出，“一个微笑的表情
要同时动用到几十块表情肌，比
如位于额部的额肌，眼睛周围的
眼轮匝肌，口周围的辐射状肌、环
形肌等。这些表情肌由面部神经
支配。其实每个人的笑容，笑的程
度、方式不同，面部肌肉的运动也
就不同。面部表情的变化是协同
作用产生的，微笑和大笑所牵扯
到的肌肉，以及对肌肉的拉伸都
是不同的，因此没有一个固定的
标准可以判断究竟哪种笑容才是
真笑，哪种是假笑。但真笑时，明
显运动的表情肌，主要集中在眼
睛、口的周围，眼睛会笑得眯起
来，产生皱纹；颧骨部位的肌肉也
有明显的变化；口部周围的变化
就更明显了，真笑时嘴角主要是
上扬的，当然因人而异，也有可能
有些人的嘴角上扬并不明显，而
且微微笑和哈哈大笑，嘴角上扬
程度也不同。此外，还有一些人，
笑的时候，鼻子会皱起来。其实真
心喜悦的微笑，脸部各部分肌肉
协调运动，看起来很和谐，还是能
够判断出来的。”

我们能否让假笑

看起来更真实？

随着美剧《Lie To Me》的流
行，很多人都听说了通过微表情
来察言观色。日常生活中，我们可
以借助微表情分辨真笑假笑吗？

中国心理学会会员、微表情专
家胡慎之说，情绪是真实的心理反
应，虽然有时很难被捕捉到，但并
不是完全不露破绽。笑的时候，肌
肉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真笑
时，肌肉从下往上运动，咧嘴时前
颊肌肉上推，眼角、眼轮匝肌收
缩，是一系列协调动作。当大脑传
递出快乐的情绪，脸上就会展露
微笑。我们三笔画出笑脸，两条弯
弯的眉毛，上扬的嘴角，这些都是

真心微笑的表情。而假笑时，虽
然也咧开嘴角，但很僵硬，因为
眼轮匝肌没有收缩，看起来在
笑，却是没有鱼尾纹的。”

胡慎之还说，“真笑时，我们
会因为兴奋而目光发亮、瞳孔放
大；但‘皮笑肉不笑’时，目光是
暗淡无光的。”同时，胡慎之告诉
记者，真笑、假笑并不能
控制自如，当我们抑制
真笑时，脸上初始的状
态，即那种高兴的表情
仍然会出现；而假笑因
为身心不一致，就会有
明显破绽。

还有专家说，“从
微表情来说，真笑、假
笑有一些差别，但需要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
分辨，因为微表情其实只
是1/4秒的细微表情，情绪
一旦被意识到是可以控制
的。一个不开心的人，最初他
的笑很勉强，但如果他想看起
来自然一些，就会有意识地控
制笑容。此外，假笑维持的时间特
别长，一种表情持续超过5秒钟，
就很有可能是假的。同时笑容来
得过早或过晚，也是一个信号。就
好像一个人捶打桌子后才露出愤
怒的表情，就有可能是装出来
的。”

胡慎之指出，还可以观察身
体的其他部分来判断一个人是不
是真心高兴。比如开心时手是放
松状态，而当紧张不高兴时，常常
会双手握拳。甚至呼吸动作的频
率和幅度都能说明一个人的情
绪，但是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人，
很难根据这些特征去判断对方的
笑容究竟是真诚的还是敷衍的。

不同文化背景下，

真笑假笑判断标准不同

其实，科学家一直都在通过
各种方法来识别真笑、假笑。

在日本，科学家用特定的仪器
来测量笑，还为它制定了特有单位

“ah”。经测量发现，不同的人笑起来
释放的ah值不尽相同，儿童笑值每
秒10ah，是成人的2倍。成年人笑前
要衡量这一举动是否合适，笑得就
不那么自在，ah值也偏低。

研究人员选择在试验者胃部
的皮肤安置感应器，尤其是在人
体分隔胸腔和腹腔并起呼吸作用
的横膈膜上表皮肤安置感应器，
以测量肌肉的运动。因为大脑检
测到的幽默会通过横膈膜的运动
得到直接释放。因此，通过检测人
体横膈膜和其他部位的运动，研
究人员能知晓一个人的笑究竟是
发自内心还是虚情假意；是嘲笑
还是冷笑。

南京理工大学心理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朱逢九指出，“识别软
件、测量仪器，这些都要因人而
异，因为不同文化背景造成的差
异，可能在定义真笑、假笑时，也
是不同的，就像中国人点头表示
同意，而印度人摇头表示同意一

样，这些测量工具不是适用于所
有人的。”

朱逢九说，真诚的笑容是协调
的，假笑则不放松，虽然脸颊的肉
堆起来了，但是动作并不到位。判
断真笑、假笑，是针对一部分有共
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采集数据，
设置一个范围，当处在这个范围之
间时，笑容就是真诚不虚假的。

微笑的表情刺激大脑，

会让假笑变成真笑

也许，有人认为在一些尴尬
的情况下，假笑能够“化险为夷”，
笑笑也无妨。事实上，总是隐藏悲
观的情绪，不适当地抒发出来，可
能会导致更大的压力。

假笑可能会导致“微笑抑郁
症”。患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美好形
象，刻意掩饰情绪，强颜欢笑。而
当承受的压力大到再也无法承受
时，他们的反应是很巨大的，可能
会情绪失调，甚至会怀疑自己各
方面的能力。

当然，生活中有些“假笑”在所
难免，照相时，我们总是大叫“茄
子”，说这个词时，会做出笑的表
情。有时，我们把下颌张得很开，露
出更多的牙齿，看起来笑得更开
怀。虽然最初是“为笑而笑”，但笑
着笑着我们有时真的变愉快了。

其实，无论真笑假笑，只要投
入地笑，对身心都有益。“笑可能
真的能够使我们的身体发生变
化，身体是通往情绪的桥梁，当我
们因为笑让它变得轻松、舒适时，
它就会把这一切反馈给情绪，真
的变得开心了。”朱逢九说。

开心地“真笑”让大脑的愉快
中枢兴奋；而努力地“假笑”，也会
刺激大脑中与愉快感觉有关的相
关区域。即使心情低落、难过，也
不妨嘴角上扬、眯起眼睛，做出一
个微笑的表情，说不定你的心情
真的因此就变得很美好了。

(据《现代快报》)

瑞典科学家发现：

接受教育越多

寿命越长
近日，《美国科学院院报》刊

登瑞典一项新研究发现，接受教
育越多的人寿命越长。该研究发
现，至少接受过9年学校教育的
人，40岁之后死亡危险明显小于
那些接受8年或8年以下学校教
育的人群。

瑞典社科研究院与卫生公
平研究中心科学家，对 1 9 4 3 -
1955年出生于瑞典的1247867人
进行了研究。到 2 0 0 7年，其中
92351人死亡。科学家对这些死
亡病例的死因分析发现，教育与
寿命之间存在极大关联。受教育
更多的人，其各种原因死亡危险
更小。比如，受教育更好的女性，
其缺血性心脏病死亡危险更小，
受教育更好的男性，其外部原因
死亡危险更小。

该研究负责人安东·莱杰尔
博士表示，这项新研究表明，并
非延长学校教育年限就可以使
人更长寿，但是，受过更多教育
的人，相对来说人生观更积极，
更注意自己的健康行为，更关注
有益健康的各种因素。因此，其
癌症等疾病及事故死亡率都会
大大降低，寿命自然会更长。

科学家还表示，多项研究表
明，教育程度越低的人，戒烟难
度越大。

（据《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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