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家造出

新型软体机器人

基因决定人们咖啡需求

不同国家也有差别

自拍也会上瘾？
已被证实是一种精神疾病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证实

自拍上瘾是精神障碍

英国19岁少年丹尼患上了自拍
上瘾症，甚至为此而试图自杀。

“我不停地尝试拍出完美的照
片，意识到做不到时，我就想死。为
此我失去了朋友、学业、健康，还几
乎丧命。”他告诉英国《镜报》。

“丹尼的情况比较极端。”精神
科医生维尔说，“但这是种自杀率很
高的精神疾病。”

近日，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证实，
自拍上瘾是精神障碍，并将之描述
为“强迫症般拿起手机自拍、上传到
社交网络，来弥补自尊心不足或填
补心理落差。”

该协会认为这种病有边缘、急
性和慢性3种形式——— 每天至少拍3
张，但并不上传社交媒体的属于边
缘型患者；每天至少上传3张自拍
照，属于急性自拍上瘾患者；至少上
传6张的，则属于慢性自拍上瘾者。

“我唯一在意的就是将手机带
在身边，好随时自拍。人们发布照片
时意识不到，自拍会很快失去控制，
变成一种‘获得别人认可’的任务。
它能摧毁任何人。”丹尼说，“和毒
品、酒精、赌博一样，自拍上瘾是真
正的麻烦。希望没有人走上我这条
路。”

15岁时，丹尼开始在网络上发
表自拍照，被人批评鼻子太大或者
皮肤不好时，他会反复寻找更好的
角度拍照、掩盖瑕疵，以获得别人认
可，得到了赞美，则会兴奋好半天。
他甚至想要成为专业模特，然而模
特公司告诉他，他的体形和皮肤都
不适合，这令他抑郁。当晚回到家，
他对着镜子自拍，不知不觉就在一
晚上拍了80多张，他认为，这是他自
拍上瘾的开始。

很快，他每个小时都要从课堂
上溜走三次，就为了躲在厕所自拍。

“我焦虑地想要知道自己当下的样
子。我对着厕所的镜子自拍，然后躲
在隔间里不断地看照片，直到老师
来找我。”

曾经的乖学生丹尼对自拍上瘾
后，成了校长办公室的常客，因为他
不断迟到、早退、逃课。

为了更上镜，他开始疯狂减肥，
令在精神疾病诊所当护士的父母深
感担忧。2012年的一天，绝望的丹尼
服药试图自杀。“那天我拍了200多
张，但怎么看都挑不出喜欢的。我再
也承受不了，就拿起了药片。”幸运
的是母亲及时发现，丹尼被抢救了

回来。如今，这个英国第一例自拍上
瘾患者正在接受治疗，努力回归正
常生活。

上瘾的其实不是拍照

而是人们的点赞

丹尼并不是唯一因自拍而迷失
的人。23岁的英国助理舞台经理夏
洛特为此失去的是爱情。

夏洛特每天自拍200多张照片，
明知上瘾的代价很大，但控制不了
自己。“照片被点赞带来的兴奋就像
吸毒一样。我完全陷进去了。”

她告诉英国《太阳报》，她的瘾
从拿到智能手机那一刻就开始了。
2012年，将新买的iPhone4设置好之
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拍，然后
发上网。从此她随时随地自拍，在家
里、地铁甚至葬礼上。有人用奇怪的
眼神看她，她也顾不得。

夏洛特说，令她上瘾的其实不
是拍照，而是人们的点赞。如果发布
的照片15分钟内无人夸赞，她就会
惊慌失措，不停地查看手机。“直到
点赞源源不断地增加，我才能长出
一口气。我就是喜欢人们告诉我我
很漂亮。”

夏洛特知道自己需要治疗，但
迟迟不肯行动，因为忍受不了手机
离身。“现在我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她说。

你得了

自拍肘了吗

据统计，每个星期，全球有超过
1700万张自拍照上传到社交媒体。
在名人效应的影响下，自拍爱好者
不断探索着将自己拍得更美的新方
法，然而过度自拍也能损害健康。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著名节目主
持人克布因为肘部疼痛去看病，惊
讶地得知自己可能患上了最前卫的
疾病——— 自拍肘。

“自拍时你手臂上扬，扭曲成奇
怪的角度，然后不停地按快门。想想
你会拍多少照片吧，20张、30张还是
40张？自拍肘，人人都会得。”医生建
议她冰敷并进行特定的练习来缓解
酸痛。

在自拍肘之前，社交网络的上
一场“集体疾病”是“智能手机小
指”：因为举着手机需要弯曲小指，
时间久了，有些人即使放下手机，小
指也无法伸直。

“自拍肘会引起肘部附近肌肉
异常，轻微的撕裂会引发炎症和疼
痛，即使痊愈也留下了后遗症。”骨

科和关节科专家高普塔博士说，此
后，微小的压力也可能激发肘部疼
痛。

另外，自拍还有其他风险。今年
早些时候，一名20岁的加拿大人为
了自拍险些掉下山崖摔死，跌落了
75米后奇迹般地挂在树枝上，得以
生还。英国《独立报》称，全球每年因
自拍而死的人数已超过了死于鲨鱼
袭击的人；去年至少27人为自拍丧
生。

还有国外的皮肤专家表示，来
自手机、平板电脑等装置的HEV蓝
光会在皮肤产生活性氧化物，而且
比紫外线穿透力更强。因此，如果手
机使用频率太高，疯狂自拍等，就有
可能使皮肤变差。

但这阻止不了人们甘冒生命危
险自拍的步伐。据媒体报道，俄罗斯
内政部为此出版了一本手册，指导
民众如何安全自拍，该国为自拍上
瘾者开设了24小时热线。

自拍成瘾的人会形成惯性

造成焦虑不安的情绪

最早的自拍早在1839年就出现
了。银版照相的先驱科尼利厄斯在
他位于美国费城的房子外面给自己
拍摄了一张照片。限于条件，直到数
码相机出现，自拍才真正流行起来。

在一些人看来，自拍不仅仅是
为了向亲朋好友分享自己的生活，
还是自恋的终极形式。美国作家提
特罗认为，分享自拍的人“在寻找某
种来自同伴的认可”，而由于互联网
普及，他们寻求认可的圈子在不断
扩大。也有专家分析说，自拍成瘾的
人会形成一个惯性，造成焦虑不安
的情绪。

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心理专家陈
星表示：“热爱自拍和很多兴趣爱好
一样，都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状态。喜
欢自己，欣赏自己是好的，但是不能
过度，像我们身边的很多自拍爱好
者，只是为了拍照留念，不算是病
态。不单是自拍，游戏、赌博等其他
方面也一样，自我控制能力每个人
各有不同。但上瘾了，那就是病。”另
外，陈星还表示，一旦涉及此类极端
心理疾病，都需要综合干预治疗。

最后，专家建议将自拍控制在
合理频率内，避免发生身体上和心
理上的病变。医生还建议两只手交
替自拍，以避免持续伤害一侧手臂。
更好的办法是用自拍杆来分担上肢
肌肉的压力。

（综合《青年参考》、《北京日
报》）

眉梢斜上方45度是最
佳角度，窗子或者镜子反
射的光线最理想，构思一
个完美的姿势，然后按下
拍摄键。接下来是一系列
的滤镜、调色、磨皮、修图，
完成后上传到社交网络，
等待新识旧友们点赞。

这就是自拍，数码时
代的自画像。自拍已成为
一项全民爱好。专家指出，
如果自拍上瘾那就是一种
精神疾病，患者轻则身体
上会出现“自拍肘”，精神
上会失去自我，重则还可
能导致轻生。

新型4D打印技术利用

人体温度作为触发器

近日，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新加
坡科技与设计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
出了一种新的4D打印技术，可以让打
印出来的物体在几秒钟之内，由一种
形状“自动”转变成另外一种形状，而
其中只需改变一点环境温度即可。

4D打印技术并不是新鲜玩意儿，
只要是具有“形状记忆”功能的材料都
会在特定外界刺激条件下发生形变，
即所谓的获得一个外界“触发器”。但
是，这个新技术的特点是形变速度极
快，只需几秒钟的时间，而且使用的记
忆材料可以承受巨大形变。

4D打印、快速形变、温度触发
器，这些特性使得该项技术将在太
阳能、医学和太空等领域具有广泛
的应用。研究负责人方绚莱教授说：

“我们最终是想利用人体温度作为
触发器。如果我们恰当地对这些聚
合物进行设计，就可以制作出一种
药物传送载体。而只有当人发烧、体
温上升的时候，里面的药物才能被
释放出来。”

研究团队还设计出了一个“小爪
子”，他们先把小爪子打开，然后将其
周围空气温度升至40℃，然后小爪子
就迅速收缩，抓住了下面的物件。

更特别的是，小爪子还十分“温
柔”，可以灵敏地抓起鱼卵，甚至是
豆腐等物体。

最新款的机器人并不是你印象
中那种造价不菲的、用金属制成的
机器，它们如同橡皮泥一样柔软，身
上没有电线，也不需要用电池，并且
用3D打印机就可以制作出来，成本
十分低廉。

这就是Octobot机器人(来自英语
单词章鱼“octopus”)。它们看上去就
像小小的章鱼一样，行动的方式也
仿照了章鱼，可以轻松穿过缝隙和
狭小的空间，因此十分适合用来展
开救援工作。

该研究负责人、哈佛大学仿生
工程教授詹妮弗·路易斯说，身体柔
软的机器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为一般的机器很坚硬，而人体又
很柔软，如果他们撞在一起，那问题
就严重了。Octobot就可以解决这个
问题。它只有一个手掌那么大，更柔
软，适应性更强。而且这款机器人可
以用3D打印机制作，成本非常低廉。

为什么一些人一天能喝好几杯咖
啡，一些人喝一杯就受不了？英国《科
学报告》杂志近日刊登的一项研究显
示，基因决定着人们对咖啡的需求。

据报道，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研
究人员和意大利、荷兰的同行先调
查了意大利人基因和喝咖啡的情
况，其中370人来自意大利南部的一
个村庄，另有843人来自意大利东北
部的六个村庄。

结果显示喝咖啡的量与一个名
为PDSS2的基因相关。这个基因发生
DNA变异的人与其他人相比，平均
每天要少喝约一杯咖啡。

研究人员随后调查了1731名荷
兰人的基因和喝咖啡的情况，也得
出了类似结果。

报道还称，由于意大利人和荷
兰人喝咖啡的习惯不同，基因对喝
咖啡量的影响程度在两个国家有一
点差别。

研究人员分析说，这一特定基因
的变化可能会抑制细胞分解咖啡因的
能力，导致咖啡因在体内停留时间更
长。携带变异基因的人对咖啡因的耐
受能力较差，能喝的咖啡也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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