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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同仁们常议当年读书之难，奔波四处，往往求一书而

不得，遂以为今日之憾。忆苦之余，遂萌发组编一套丛书

之念，望今日学生不复有我辈之憾。

现今科教发展迅速，自非我年少时所能比。即便是

个小地方的书馆，也是书籍林总，琳琅满目，所包甚广，一

套小小的丛书置身其中，无异于沧海一粟。所以我等不

奢望以此套丛书贪雪中送炭之功，惟愿能成锦上添花之

美，此为我们奋力编辑的目的所在。

有鉴于此，我们将《科学目击者》呈献给大家。它事

例新颖，文字精彩，内容上囊括了宇宙、自然、地理、人体、

科技、动物、植物等科学奥秘知识，涵盖面极广。对于致

力于奥秘探索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机勃勃、变幻无

穷、具有无限魅力的科学世界。它将以最生动的文字，最

缜密的思维，最精彩的图片，与您一起畅游瑰丽多姿的奥

秘世界，一起探索种种扑朔迷离的科学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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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目击者》所涉知识繁杂，实非少数几人所能完

成，所以我们在编稿之时，于众多专家学者的著作多有借

鉴，在此深表谢意。由于时间仓促，纰漏在所难免如果给

读者您的阅读带来不便，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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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持身体平衡

我们的耳朵并不是仅用来听声音的，它还能传递身

耳朵的结构

体运动及旋转的信息。起此作用的是耳朵深处的半规
管，它具有３个圆形的通道。在这些圆管中有淋巴存在。

当身体不旋转时，淋巴静止不动。而在旋转时，由于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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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淋巴的转动稍迟一些，也就是说，此时与旋转方向
相对侧的淋巴在流动。淋巴活动时，带动管道内（称为鼓
室层）的有毛细胞的毛，将信息通过前庭神经传递，再经
过小脑、眼球神经，到达大脑的皮层，这样就把与旋转有
关的信息传到了大脑中。

另外，在三半规管的入口处的膨胀部有毛细胞，上常
附有钙离子。在身体呈直线运动时，钙离子便运动将其
信息通过前庭神经传递至大脑，大脑便掌握了身体运动
的形态。但为什么在旋转运动时要通过眼球运动神经来
传递信息呢？

当看到连续旋转的人的眼球时，会看到眼球向运动
方向转动后又立刻返回原位，并不断地反复重复这个过
程。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眼振”，其运动方向和旋转方
向一致。在电车中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到这种情况。在
行驶的电车上，人们观看外面的景物时，眼球总是向与车
行进的反方向转动，并很快再转回来，然后又转过去。不
过这与身体旋转时的眼振并不是一回事，只不过现象
相同。

另外，耳中进入凉水时也会出现眼振、目眩的感觉，

这称为“睡耳进水”。

对于目眩，是由于旋转身体时产生的错觉所致，在晕
船、晕车时，也会产生同样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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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里的唾液

味觉的迟钝

什么是“美味”呢？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比如，

口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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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想起小时母亲所做的饭，就感到那很好吃。但到成
人后，在一定的环境中再吃那种饭时，有时感到好吃，有
时也会感到不好吃。在国外旅行中就餐于餐厅时，因有
着异国他乡的特殊情调，也可能会感到饭菜美味可口。

所以，味道与风味，因受到各种各样的心理方面的影
响，很难说什么是好吃。人们时常在西餐馆或饭店受到
招待。由于平时吃饭时都是凑合，所以，受招待时伴随着
那种高水平的气氛感到饭菜很好吃。不过与饭店比较，

总觉得有点差别，只是一点儿微妙的差别。但因人而异，

有的人也许对这种微妙的差别觉得特别重要而已，不过
要是打听一下价格，价格会让人感到很吃惊，或许也就是
这种差别。在一流的饭店吃饭时，因是被招待，所以有一
种自我满足感，自然而然影响自己的味觉。

这若与音乐比较一下就会更明白了，有著名演奏家
或名歌星参加的音乐会，票价就会高得出奇。而小地方
的小提琴手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世界名手相比，这种差别
是显而易见的。这又如何解释呢？一般来说，人对味觉
的感觉是在有３０％左右的浓度差时才会感觉出来，对于
听觉来说，在１０００赫兹（赫兹是每秒振动次数的值）时，

一般人可分辨出１赫兹的差，而专家可以分辨出０．０３赫
兹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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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猫感觉不出甜味

味觉的感受器是味蕾，其形状如卵形，每个大小是

５００微米。味觉就是由此通过脸神经或吞咽神经，再经
过相对侧的丘脑，最终到达大脑皮质的感觉区“入口”的
附近部位。味有四种基本的种类，即甜、酸、苦、咸，其感
味场所分布在舌上的不同部位。苦味在舌根部，酸味在
舌边缘，甜味在舌尖（及喉头），咸味在舌尖的稍后处。

那么，对于不同的味道，味觉细胞又是怎样的呢？经
过研究发现，有的细胞只感觉一种味道，而有的细胞可感
觉到两种以上的味道，比如甜味和咸味的感觉细胞。

还有个有趣的事情，就是猫或狗还具有对水起反应
的味觉细胞。就是说有些动物对水能感觉出“味道”。相
对来说，人类却没有对水的感觉细胞。据说，猫对白糖毫
无反应，也就是说，猫吃甜食时也感觉不到有甜味。

这里要注意的是，现在所提到的味觉都是物质溶于
水后，首先刺激到味觉细胞所感受到的。这在以后还要
提到，唾液在这种场合将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在紧张
时或不愉快时就不产生唾液，此时吃东西就感觉不出有
什么味道，正如俗话说得那样“味如嚼蜡”。

味觉的感受性也会随年龄增长而迟钝，尤其是对盐
的感觉逐渐减弱。老人都喜欢吃咸的食物，但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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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咸味感觉迟钝的原因。

另外，对某种味道的感觉常因人而异。如对一种叫
苯硫尿素的物质，有的人对此一点酸味也感觉不到，而有
的人却对此很敏感，即使稀释亿分之一的浓度也感到有
酸味。这种感受性也因民族不同而有差异。白人中有

３０％的人感觉不到有酸味，而日本人中则仅有１０％的人
感觉不到有酸味。

仅看一下梅子就出口水

味觉的形成不可缺少唾液。一说到唾液就令人想起

梅干。就是说人们一想到酸酸的梅干，口中就因条件反
射而出唾液。另一方面，口中有实物时，刺激舌面或刺激
味觉细胞后再出唾液的情况，则不是条件反射的原因。

这个现象可用下列事实说明。

对从来没吃过梅干的外国人来说，他即使看到梅干
也不会出唾液。但让他吃一次后，他也会出唾液。日本
人大多吃过梅干，所以只要看到梅干便会出唾液。

最先发现这种条件反射的是俄罗斯的生理学者巴甫
洛夫。他最初研究消化器官，测定过唾液和胃液的分泌
过程。有一天，发现用于试验的狗分泌出大量唾液。他
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但在次日的同时间，又同样如此。巴
甫洛夫对此原因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惟一的变化是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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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间里狗的饲养员曾经进来过。巴甫洛夫开始想可能
是脚步声的原因，于是他让一个助手在外面走动，但狗并
没有什么反应。他又想可能是送食时狗可能有什么预
感。他又让助手拿着食物在外面走动，但仍没有作用。

最后让狗的饲养员在外面走动，令人惊奇的是这时狗开
始出唾液了。这证明，饲养员的脚步声是狗出唾液的
原因。

于是巴甫洛夫做了进一步的实验。他把狗关在一个
封闭的小屋内，施加各种各样的条件来分析唾液分泌
情况。

实验结果表明，施加与唾液分泌无任何关系的刺激
（各种条件比如光或声）后，再给予狗食物，反复重复这种
刺激后，狗只在有条件刺激时才会分泌出唾液，这称为条
件刺激。

关于“噢呀反射”

从此以后，又进行了各种研究。比如施加声音（１０００
赫兹）时喂食物，形成条件反射后，再施加不同的声音（比
如８００赫兹的声音），发现狗也会分泌出少量唾液。这表
明，对于狗来说，即使声音稍有不同，也认为有食物送来。

即有“扩大化”的意义，又称为条件反射的通化。

但是若在８００赫兹声音时不给食物，只限在１０００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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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时给食物后，则狗会在８００赫兹时不出唾液，而只在

１０００赫兹时出唾液。这表明，狗并不愚蠢，不会无故浪
费自己的唾液。对于能区别两种声音的这种情况，又称
为条件反射的分化。

随着条件反射实验的成功，自然有很多研究人员前
来观看这个实验。但是，当外来人一进入实验现场也就
难以看到狗的条件反射了。就是说它的注意力转向外来
人了。巴甫洛夫将狗的这种反射称为“Ｗｈａｔｉｓｉｔｒｅｆｌｅｘ
（噢呀反射）”。现在，日语中也称为搜索反射或定位反
射。最开始将条件反射带进日本的林躁先生将此译为
“噢呀反射”。

无食物就不愿干的原因

对于有外来人时，条件反射就表现不出来之事。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这种经验。比如孩子们平时很会
模仿歌手唱歌，有时让表演给别人看时，却一点也不会
了。此时父亲就喊到：“这孩子只会在家里逞能，一到动
真格儿时就不行了。”不过这种方式对孩子并无帮助，只
能使“噢呀反射”更强烈。对于这种现象，与我们通常说
的“紧张时手脚都麻木”俗话相同。在条件反射时可以将
上述现象称为外抑制，这与在内心中的内抑制有所区别。

那么什么是内抑制呢？对已形成条件反射的狗（比

８



＝
＝
－
－
人
体
趣
谈
－
－
＝
＝
　

如一听到声音就出唾液）若不给食物又会怎样呢？实验
结果证明，狗就会无精打采，耷拉着头，有气无力，还时常
睡觉。即使再让它听声音也不会出唾液了。这看起来好
像将条件反射忘记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巴甫洛夫由此推断，这大概是大脑内广泛存在内抑
制的原因。事实证明了巴甫洛夫的伟大。实验中发现，

狗不出唾液后，一旦使实验室的关门声很大，狗便会产生
“噢呀反射”，狗又会大量分泌出唾液。这表明，从外面来
的刺激抑制了大脑中广泛的内抑制，从而发生了抑制的
抑制。实验结果证明了的确这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经常见到动物表演（海豚等），表演后的动物必
须要喂食。这是为了防止内抑制，动物为了获得食物才
表演的，若不喂食物，它们无论如何也不给你表演。巴甫
洛夫还认为，由于内抑制在大脑中广泛存在，还能导致睡
眠。这种机构，又是如何工作的呢？当我们醒来时，从大
脑下方叫脑干网状体的部位不断地刺激大脑皮质。这时
脑电波中能呈现出“睡醒反应”。当这种刺激逐渐减弱
时，反应也不见了，此时表明已进入睡眠状态。

让我们再返回到与条件反射有关系的话题。当让猫
听５００赫兹的声音几秒钟后，在它的脑电波中就能看到
“睡醒反应”，若反复重复这个实验，这种反应便逐渐看不
到了。这表明内抑制已经起作用了。这时，猫听到声音
的刺激后，听觉神经向大脑传递，经分析便不上当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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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声音变为１０００赫兹时，猫的内抑制被制止，又有明显
的“睡醒反应”了。

不愿上学也是实验神经症

上面提到条件反射可以分化，在此再介绍一个实验。

将两种声音的频率逐渐趋近，其中一种不喂食物，另一种
喂食物。开始狗可区别开来，但超过一定限度时，狗就突
然胡闹起来，无论对哪种声音都不出唾液了，条件反射的
实验无法进行下去。为了使狗能再次进行实验，要让它
长时间休息后再进行。巴甫洛夫称这种现象为“实验神
经症”。

在生活中我们也能发现这类现象。比如要求孩子做
能力达不到的事情。在某种限度内孩子为了达到父母的
期待而拼命努力学习，但一旦超过孩子的能力，这种要求
就会被拒绝，变得完全不愿学习，甚至拒绝上学，这样的
事例不能说是没有吧？

不为人知的唾液超能力

唾液与食物混合后将起到什么作用呢？过去曾有过
这种说法：认为唾液中有能分解淀粉的淀粉酶，唾液多可
以帮助消化。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唾液中淀粉酶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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