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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极待上一年，大脑会被冻傻吗？
据国外媒体报道，在荒凉的南极洲待上一

年，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何影响？根据近日发表的

一项新研究显示，情况可能不容乐观。该研究

发现，那些在南极科考站生活了14个月的极地

探险者经历了大脑萎缩的情况。不过，对于探

险者的健康和认知能力，这种脑萎缩的影响是

温和的，也很可能是暂时的。

有8位探险队成员参与了这项研究。这

些探险队员在科考站生活了长达14个月的时

间，他们必须独自忍受南极冬季的漫漫长夜，而

室外温度可能会下降至零下50摄氏度。在此

期间，探险队员定期对自己的认知和记忆水

平进行测试，并提供血液样本，让研究者能够

测量他们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水

平。BDNF是一种对大脑健康很重要的蛋白

质，也是神经营养因子的一种，存在于人的神经

系统中。当他们结束任务，回到文明世界后，研

究人员对他们的大脑再次进行了扫描。

研究人员将最终结果与探险队员前往南

极前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同时以一组年龄和性

别相匹配的志愿者作为对照。他们发现，探险

队员的大脑灰质平均水平在南极生活后似乎变

少了，其中海马体的萎缩最为明显。海马体是大

脑中对记忆和认知至关重要的区域。探险队员

的BDNF平均水平在旅途中有所下降，甚至在

回家一个半月后也没有明显改善。

科学家将继续在南极洲执行长时间的任

务，而未来人类甚至有可能前往火星，其任务时

间可能长达数月甚至数年。因此，长期孤立生活

究竟会对人体健康有何影响，以及如何在与世

隔绝的环境中长期生活，都将是研究人员继续

深入探索的问题。

大家常常听说“蜂窝移动通信网”这个概念，但有没有

想过移动通信网为什么叫蜂窝？因为单个基站的力量其实

是非常渺小的，看似一个个复杂的庞然大物，也就只能覆盖

方圆几百米的范围。

如果你边打电话边走路，不知不觉地从一个基站的覆

盖范围跑到了另外一个基站的覆盖范围，那么对你的服务

就必须在这两个基站间无缝交接，才能保证电话不断。

因此，一个个孤立的基站单打独斗是没法提供良好服

务的，需要让众多的基站联合起来，遵守相同的规则，互通

有无，协同工作才能满足移动通信需求。

这大量的基站联合起来，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传输、控

制节点，就组成了一张“网”。业界一般把这张网叫做“蜂窝

移动通信网”。如果我们深入到蜂巢的内部，就会发现它们

是由许多个完美的正六边形组成。这些正六边形无缝衔接

起来，组成了一张大网，并且还会随着蜂群的壮大而不断地

扩张。如果我们让每一个基站的覆盖都是一个完美的正六

边形，多个基站联合起来，不就能实现大面积的无缝覆盖

了吗？

如图所示，多个基站整齐地排布在一起，每一个正六

边形的“蜂房”就叫一个“Cell”（中文翻译为小区），多个这

样的Cell组成的系统就叫做Cellular Network（蜂窝网络）。

十万个为什么

移动通信网和蜂窝有什么关系？

生活中的科学

温度零下几十摄氏度时，当我们将

水泼出去的瞬间，水处于高速运动状

态，在空气阻力以及离心的作用下，会

让水克服表面张力，形成大量的小液

滴，这等同于在瞬间增加了水的表面

积。

在表面积增大的情况下，滚烫的热

水会迅速地蒸发大量的热量，在这个

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水蒸气，水蒸气在

冷空气中会迅速地饱和，形成细小的冰

晶，看起来白茫茫一片，像烟火一样绚烂

夺目。

至于我们泼出去的热水，落到地上

依然还是水，只是在温度低的环境中很

快就结冰了。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些“泼

水成冰”的照片根本不是热水瞬间结成

了冰，应该叫“水蒸气成冰”才对。

这个世界上到底存不存在真的“泼

水成冰”？

可以的。要达到“泼水成冰”有两个

重要的条件：一个是过冷水滴，另一个

是环境温度达到-40°C。

大气中的过冷水滴是很常见的，很

多直径小于100微米的液滴，可在零下

三十多摄氏度的低温条件下依然保持

着液态。我们平日里看到的“飞机拉

线”，就是由于飞机尾气所含的杂质为

过冷水滴提供了附着物，让它们快速结

冰，继而形成了飞机尾迹。

-40°C，是过冷水滴瞬间成冰的临

界温度，这个时候水滴会产生两个物理

变化，在低温条件下开始冻结并体积增

大，同时释放潜热，随即水滴会由外向内

逐渐冻结。

所以气温越低，水滴结冰速度越

快；水滴越小，冻结越快。

因此，在平时生活中我们很难接触

到真正的“泼水成冰”。

天寒地冻，真能“泼水成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