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首先会注意到一些真实存
在的东西。在缺乏外界声音输入时，
耳朵和大脑就会变得格外活跃。那
些平时被现代生活的喧嚣完全淹没
的声音，有时会变得过于嘈杂，甚至
使人不堪忍受，比如说，听觉神经自
发冲动，会导致尖锐的嘶嘶声。许多
人还会有如下奇怪经历，比如听到自
己血液涌向头部的声音、呼吸声、心
跳声，以及消化系统咕咕噜噜的“交
响曲”。人群中5%到15%有持续性耳
鸣，如果你是其中一员，此时你也绝
对会注意到那些症状的。

对于决定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无
回音室里待上一个小时的美国科普
电台主持人贾德·阿布穆拉德来说，
事情变得更加诡异。

在位于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
阿布穆拉德在一个黑暗的无回音室
内独自坐了一个小时，这期间他听到
了蜂鸣声，以及佛利伍麦克合唱团的
歌曲《处处相伴》。他在无回音室待
了大约 5 分钟后，蜂鸣声就开始出

现。在这一个小时里，还有一些微弱
的声音，像风穿过树林，还有救护车
的鸣笛声，在他一边耳朵或双耳里时
隐时现。待了大约45分钟后，他开
始听到微弱的像是从邻居家房子里
传出来的歌声，歌词清晰可辨，“哦，
我愿与你处处相伴。”“室内很安静，
但我的大脑显然并不安静。”阿布穆
拉德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认
为声音只是简单地进入耳朵，然后被
传入大脑。”索尔福德大学的声音工程
学教授特雷弗·考克斯说，“但实际上，
比起从耳上行到脑的神经连接，从脑
下行到耳的神经连接数量更多。”

考克斯说，这一点可使大脑调节
内耳的增益水平。但在六十年代末，
波兰神经生理学家耶日·科诺尔斯基
曾指出，这些脑耳之间的联系也可能
是幻听症状的成因。近期的脑成像
研究证实了科诺尔斯基的简单理论：
如果没有从其他感官接收到的基础
信息输入，我们每个人都会出现持续

的幻听症状。
这些信息接收从根本上帮助我

们的大脑将想象与现实区分开来。科
诺尔斯基推断，如果将这些器官中的
一个或几个去除掉，或者大幅度削弱
其功能，将会“造成极其逼真的幻觉，
不管是生理上还是主观上都不可能将
这些幻觉与真正的知觉区分开来。”

换句话说，当你独自静坐在一个
漆黑一片、完全无声的房间里时，对于
任何跃入大脑的感触，无论是佛利伍
麦克合唱团的歌声、一个朋友的说话
声，还是某段记忆随机引起的某种声
音，你都更倾向于认为它是真实的。

实际上，大多数有幻听症状的人
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严重听力损伤，
这种损伤可能是器质性的也可能是
神经性的。但像奥利弗·沙克斯在
《脑袋里装了2000出歌剧的人》一书
中描述的那样，有时候要使你产生各
种幻听，只需在风平浪静的远海上感
受一阵长时间的寂静，或者在丛林深
处的小屋里听一段单调的树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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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牙会丢记忆？
最近在微博上，一条“拔牙影响

记忆”的消息广为流传。该消息声
称，有瑞典科学家发现，“牙齿健全者
的记忆力明显比拔过牙的人要好得
多”。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这是一项横断面研究，研究者选
取了 273 名 55-80 岁的中老年受试
者，对他们进行了全面的口腔检查、
认知能力测试，并记录了他们的基本
信息和健康状况。研究者关注的重
点是这些老年人口中“自然牙齿”的
残存数量，以及这个数字与认知能力
表现之间的关系。

有专家指出，这项研究针对的是
老年人的认知情况，而且没有区分拔
牙和牙齿自然掉落的情况，因此它的
结论肯定不能写成“拔牙影响记忆”。

在研究中，人们确实发现牙齿数
量和老年人某些方面的认知表现相
关。但这项研究的样本量还比较小，
其结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证实。
而且，从研究结果来看，牙齿数量和
记忆力表现的相关性也比较弱，这一
差异是否真的具有临床显著性也不
好说。

无论从营养摄入还是生活质量
的角度来看，坚固的牙齿都是优质生
活的重要保障，但它与记忆力的关系
目前还不明确，“拔牙影响记忆”的说
法更是属于对研究结果的误读。在
很多情况下，拔除问题牙齿是必要的
治疗手段，不要因为担心“影响记忆”
而拒绝治疗。

是药真的三分毒吗？
无论多么安全的药物，都做不到

100%没有副作用，甚至连用于临床试
验的安慰剂都有可能带来副作用。
对药物的副作用加以警惕，不必要时
不要乱吃药，这都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药物的副作用却又不能用
“三分毒”来简单地概括。不同的药
物发生毒副作用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都不相同，而且衡量它们的安全性也
要看具体情况，而不能采取单一的标
准。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药三分毒”
这种说法是不够合理的。

专家表示，药物可能是有“三分
毒”，但是疾病同样“有毒”，如果一味
拒绝药物，疾病进展对健康的危害可
能会更大、更难以挽回。比如常见的
高血压、糖尿病，如果不加以控制，患
上心脏病、脑卒中的风险就会增加很
多。因此，衡量药物的安全性是否可
以接受，要综合风险和收益两个方
面。如果治疗的获益不足以盖过风
险，或者有更好的选择，那么就不选
择这种药物。而如果治疗非常有必
要，甚至是性命攸关的，那么对副作
用的容忍度也会大一些。

比如说，假如有一种缓解感冒症
状的药物容易导致脱发，人们会认为
这是很难接受的副作用，因为感冒本
身就是吃不吃药都可以的小毛病，而
且现在也有副作用更少的感冒药可
选。而如果这种药物治疗的是足以
致命的严重疾病，那么相比之下，脱
发就不算是很大的代价了。

说到底，药物有“几分毒”，以及
人们能够接受“几分毒”的药物，都要
视具体情况而定。

安静的环境下，为何容易幻听？
无论你住在城市也好，

在郊区也罢，都充斥着现代
世界的嘈杂声音。每个人
都有过这样的抱怨：想找个
真正安静的地方静一静。
但实际上，嘈杂也许是件好
事，因为在绝对安静甚至接
近安静的环境下，人的大脑
和耳朵的反应会非常怪异，
怪到会使人产生很多种诡
异奇怪的声音体验。

本版撰文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声音无处不在，这是我们的常
识。”《你为何会听到你听到的声音》
一书的作者埃里克·海勒说，“即便是
一个安静的房间，也存在加权分贝
40 dBA大小的声音。”0 dBA被认为
是人类能听到声音的最小值，三英尺
外约0.91米的窃窃私语声大小约为
30 dBA，50英尺外约15.24米繁忙高
速公路上的车流声大小为80 dBA。

而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奥
菲尔德实验室的无回音室，声音大小

为-9 dBA，这里是吉尼斯官方认证
的世上最安静之地。与人类所居住
的自然世界相比，这个被3-D人造消
音棉全方位密封起来的场所在声音
上有着巨大差异。

无回音室是特意被建成“无音”
的，这里通常被用来测试音响设备及
飞机机身。凭借架构设计及特殊材
料的共同作用，它能够消除混响，即
回音，并隔绝外界的声音。无回音室
大多是室内室，它的每个内面都填满

了紧密排列的楔形隔音玻璃纤维，以
此消除声音的反射。当你身处其中，
你会发现自己是站在一个悬空的网
格平台上。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即使用
了这种种措施来阻断外来声源和消
除内在回音，身处无回音室中的人仍
难以感到真正的安静。事实上，处在
这样令人迷失的环境中，人类会倾向
于发现新的声音，不管这声音是真实
存在，还是人脑虚构出来的。

真的安静了，人脑会虚构声音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太会经常
碰到极度安静的环境，但却会被“手
机幻听症”所困扰。有不少人经常会

“听到”自己手机在响，可是打开手机
却发现没有来电和信息。有人甚至
听到别人的手机响了，也觉得是自己
的手机在响。那么，“手机幻听症”属
于病理上的幻听吗？会影响健康吗？

“害怕错过重要信息、丢掉重要
客户等一些强烈的心理暗示会诱发

人们的手机依赖，没有手机在身边，
就有种人间蒸发的恐惧感，时间长了
就会出现心因性强迫症，也就是手机
幻听症状。”对此，专家表示，手机幻
听偶尔出现并非病症，且不能归入精
神疾病“幻听症”的范畴，但如果频繁
出现，就要小心了。“若一年出现几
次，出现的时间也比较短，就没必要
过多关注了。若每天出现很多次，持
续时间也比较长，确实是出现幻听，

就要尽快到正规医院心理门诊进行
诊断。此外，幻听症状在精神分裂症
病人中是首发症状。”

对于大多数轻度“手机幻听”的
人而言，可以做适当的调节。医生建
议，可调整工作、生活节奏，使自己得
到放松。也可以尝试通过经常更换
手机铃声，采用一些相对舒缓和轻松
的乐曲，以转移注意力，放松身心，起
到心理减压的作用。

幻听，源于从脑到耳的神经连接

“手机幻听”？换个铃声会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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