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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整理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超

人为什么会长肚脐呢？

胎儿时期所需营养物质和氧气，

都来自妈妈肚子里一个称作“胎盘”

的临时器官。而脐带就像桥梁一样，

连接着胎儿和胎盘，脐带里一般有两

条脐动脉和一条脐静脉。

脐静脉将妈妈提供的营养物质、

氧气等传送给胎儿；脐动脉则将胎儿

产生的代谢产物传送给胎盘，由妈妈

排出体外。

待到出生时，医生便会用专用的

手术器械剪断脐带，把连接我们肚脐

那头的一小段脐带小心地消毒、

结扎。脐带脱落后形成的伤疤，正是

肚脐。可以说，肚脐就是我们人生中

的第一道伤疤。

如果发现肚脐里有脏东西，可以

用棉签蘸温水小心地清洗。如果肚

脐有红肿疼痛甚至化脓的情况，要及

时请医生检查。

可能有的同学会问，动物也有肚

脐吗？答案是：有的！

哺乳类的动物，如猫，狗、猪、牛、

马、猴，即便是鲸鱼、海豚等水生哺乳

动物，也有一个不是特别明显的肚

脐，这是几乎所有哺乳动物都会有的

共同特征。

从蛋里面孵出来的动物是没有

肚脐的，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卵生

动物，比如鸟类、鱼类等。

人为什么会长肚脐？动物也有肚脐吗？

你的小肚脐藏着大秘密

机器变身“化学家”
一周能干科研人员一生的活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里，在实验室搞研究的

都是穿白大褂的科研人员。但在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机器化学家实验室里，却是另一番景

象：这里没有一个人，只有动作灵活的机器人

在操作台之间来回穿梭，伸出机械手臂配制

试剂。

它不仅能够做实验，还会自主设计实验步

骤和方案。

这款全球首个集阅读文献、设计实验、自

主优化等功能于一体，覆盖化学品开发全流程

的机器化学家平台，被科研人员形象地称为

“机器化学家”。它能从数百万种材料的可能

组合中，找到最优解决方案。

科研人员也许一生都做不完的实验，有了

机器化学家，可能只需要一两周时间就能

完成。

敢打个赌吗？
你不能边吸气边说话

聊天、哼曲、吼叫……理所当然地，我们视

发声为平常，以为我们时刻都可以发声。

但一个简单的小实验告诉我们：至少在吸

气时，我们不能说话。

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一些人聊到兴起，滔

滔不绝，似乎没有人能打断他们。鉴于吸气与

发声无法共存，如果他们真的停不下来说话，

大概会发生把自己“聊死”这样的惨剧。

好在，我们从没有听过这样诙谐又恐怖的

事件发生。毕竟人体总是会优先保障一个最

基本的需求——— 生存。

如果发现即将缺氧，那么大脑会强迫你停

止发声，赶紧呼吸。毕竟，活着才是第一要务。

为何“春天的10℃”
比“秋天的10℃”更暖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体验：明明是同

样的气温，在春天和秋天的感受却大为不同。

春天，早上出门时气温10℃，我们穿着单

衣走在太阳下，额头很快就冒出一层汗珠。

但在秋天，同样是10℃的清晨，我们披着

外套，风一吹立马开始瑟瑟发抖。

通过对热带地区和北极原住民进行对比

分析，研究人员证实了，相同气温下，身体却

有不同感受的原因。

春天时，我们经历了漫长寒冬，对冷更加

包容，因此当气温略微回升，立刻显得燥热起

来。而秋天的我们刚度过漫漫长夏，没有对

冷产生“免疫”，因此气温一降，就被冻得不

行了。

“最强读心术”来了
你你会会担担心心被被脑脑电电波波探探测测窃窃取取隐隐私私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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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心术，是指通过观察、分析人

的语言、表情、肢体行为等反应，来解

读他人内心世界的一项神奇技能。

如今，科技的发展，让“读心术”

不再仅仅是依靠心理学来“揣摩”他

人内心。

借助脑电波探测技术，就可以获

知，一个人的大脑在想些什么。

若果真如此，那我们还有个人隐

私可言吗？你会不会担心被脑电波

探测窃取隐私呢？

女子报警称被脑电波

探测窃取隐私

上个月，上海一女子前往派出所

报警，坚称自己的同学使用脑电波探

测技术，窃取了她的隐私信息。

据女生描述，她近期遭遇了一系

列令人困惑且不安的现象。

无论是她在课堂上专注思考、宿

舍内的私密心事，还是梦境细节，似

乎都能被同班的一位同学精准掌握。

那位同学还会以微妙的方式，透

露他知道她的内心世界，这严重影响

了她的个人生活。

事件曝光后，网友们的评论呈现

一边倒的态势，大多数人认为，女生

的指控荒诞不经，纯属科幻电影情节

照进现实的妄想。

也有少数人保持谨慎态度，认为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不能完全排

除某些前沿技术被滥用的可能性。

但由于缺乏实际证据，最终警方

表示无法立案。

脑电波探测

是如何实现的？

脑电波探测真的可以被探测和

窃取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身上的许多器官，都会

产生微弱的电信号，可以通过各种技

术来检测和测量。

例如大家熟知的心电图，反映的

就是心脏中的电流。

同样，脑电图可以通过电极检测

出脑部神经元的电信号。

现如今，市面上已经出现了一些

消费级设备和服务，例如戴上一个类

似帽子或头带的装备，就能监测自己

的睡眠、情绪等信息。这属于非侵入

方式获得脑电波。

这种检测方式，一般是把电极

放在头皮上，因此，脑电图头戴设备

可以说是我们平时最常见到的

款式。

还 有 一 种 获 得 脑 电 波 的 方

式——— 侵入式获取大脑信号。

在这一领域，当前最受关注的，

是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

今年1月底，这家公司给一名肩

膀以下瘫痪患者做了手术。

他们在患者的大脑头骨中，植入

了一个硬币大小的无线芯片。

手术后，这名患者就可以用意念

来控制鼠标光标，玩国际象棋和电子

游戏。

如何保护我们的

脑电波“隐私”？

脑电波属于个人隐私吗？这是

毫无疑问的！

和指纹、人脸识别图像，以及其

他敏感的生物识别数据一样，我们的

神经数据，也应当受隐私法的保护。

科学家表示，大脑活动是一种加

密信号，而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提供了

破译它的方法，目前准确度仅为40%

左右。

但作为这一领域的首创，仍具有

重要意义。

由于这项技术是非侵入式的，因

此成本相对较低，也方便使用和

携带。

目前的技术，虽然还做不到无线

探测并准确解读人脑的想法，但相关

技术一直在不断发展，或许这事在未

来真的可以实现呢。

所以，脑电波数据如何被处理，

如何保护个人隐私，确实是一个值得

关注的问题。

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个人的神

经数据隐私能被重视被保护是好事。

不过，如果现在就在担忧，自己脑中

的私密想法会被脑电波技术窃取并

解码，似乎还有些为时过早。

非侵入式的大脑活动检测方式一

般是把电极放在头皮上。

借助脑机接口和AI，因为中风而

严重瘫痪并无法说话的Ann Johnson

得以重新和家人进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