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因斯坦的大脑和普通人

有区别吗？是一个非凡的大脑

让爱因斯坦成为伟大的物理学

家，还是他通过学习使大脑发

生了变化？60年来，医学界对

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一直没有

停止过。这些研究和迷恋背后

是人们对一个天才的敬仰。最

近澎湃新闻刊文对爱因斯坦大

脑60年研究史作了详细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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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普文

爱因斯坦大脑研究爱因斯坦大脑研究6060年年：：

1955 年 4 月 18 日凌晨，76 岁的理论物理
学家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医院过
世，临终前他嘟囔了几句德语，值班的护士不
懂德语，这位天才物理学家最后的遗言就这
样消逝了。

进行尸检的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医生
确认，爱因斯坦的死因主要是主动脉破裂造
成的。随后，哈维在普林斯顿大学医学中心

的实验室将他的大脑取出，以做研究。尽管
此举惹得爱因斯坦儿子汉斯·爱因斯坦的震
怒，因为按照爱因斯坦的遗嘱是要求火化遗
体并将骨灰撒在秘密地点的。但哈维说服汉
斯，准许医学界对爱因斯坦大脑进行研究，在
某些程度上，人们也相信爱因斯坦愿意献出
自己的遗体供医学研究。

爱因斯坦的大脑被哈维分为240块，每片

在大脑中的位置都有详细记录并贴上了标
签，哈维还做了 12 套共 200 张包含组织样本
索引的幻灯片。但其后 20 多年，哈维并没有
贡献出研究成果，爱因斯坦这个天才的大脑
似乎和普通人的大脑没有什么区别。人们只
知道爱因斯坦的大脑有 1230 克，这个重量比
与爱因斯坦同一年龄段的男性大脑的平均重
量还轻一些。

得到爱因斯坦的大脑对于哈维来说似乎
并不是什么幸运的礼物，倒更像是个诅咒，由
于他私藏爱因斯坦大脑的行为，哈维后来被
医院辞退、家庭破裂，而且，他再也没能恢复
在医学界的地位。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似乎被
遗忘了。

直到1978年，一名年轻记者史蒂芬·列维
开始追寻爱因斯坦大脑研究的成果。他找到
哈维，但哈维显然不欢迎这个不速之客，列维
回忆说，哈维对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帮不
了你什么”。

在列维的追问之下，哈维勉为其难地向
他展示了被藏在旧报纸堆中的玻璃片，玻璃
片里就是爱因斯坦的大脑组织。哈维进一步
解释，玻璃瓶里放的是爱因斯坦的小脑、大脑
皮层、主动脉血管。然后，哈维又拿出了一些
编好号的半透明立方体，里面漂浮着一些切

片。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解剖学

专家玛丽安·戴蒙德在与哈维沟通后，拿到了
哈维给她的 4 个样品——方糖大小的脑组
织。玛丽安·戴蒙德在1985年发表文章，认为
神经胶质细胞可能是让爱因斯坦更聪明的原
因，这篇文章被视为第一篇关于爱因斯坦大
脑的学术研究。哈维似乎意识到，需要更多
的人和机构来研究爱因斯坦的大脑，他又将
一部分大脑组织交给一些医学研究机构和研
究人员。

玛丽安·戴蒙德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分
别代表左右前额叶上段与顶叶下段的 4 片爱
因斯坦大脑的皮质切片，经与另外 11 人的大
脑切片做对照后，戴蒙德发现，爱因斯坦的左
顶叶神经元（神经细胞）与神经胶质细胞的比
例小于常人。神经胶质细胞是神经元的支

持、营养和保护细胞。过去的研究表明，哺乳
动物神经元与神经胶质细胞的比例，从实验
鼠到人有逐步降低的趋势。这表明，神经元
执行的功能越复杂，越需要神经胶质细胞的
支持。

神经元与神经胶质细胞的比例小，就意
味着神经胶质细胞多，反之则少。换句话说，
爱因斯坦大脑左顶叶神经元与神经胶质细胞
的比例小于常人，表明爱因斯坦大脑这个部
位的神经胶质细胞数量多于常人，因此比常
人更聪明。此外，神经解剖学显示，顶叶下段
皮质是听觉、视觉、触觉信息汇聚之处，顶叶
下段受伤后，病人无法进行复杂的思考，阅
读、写字、计算能力都会受损。爱因斯坦大脑
左顶叶神经元与神经胶质细胞的比例异于常
人，也反映了他顶叶下段皮质功能可能优于
常人。

随后，更多的研究被发表出来。1996年，
美国阿拉巴马伯明翰分校的神经学教授布里
特·安德鲁发表了《爱因斯坦前额叶皮质研
究》。他发现，在爱因斯坦的大脑皮质中，神
经元密度比对照组的大脑样本较高、更为紧
凑，这或许说明，爱因斯坦的大脑能够更高效
地传递信息及处理信息。

1999 年，来自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

的桑德拉·维特森教授在英国医学界权威
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研究成果称，爱因斯
坦大脑左右半球的顶叶下区域比普通人宽
出 15%，厚度上也比常人更厚。顶叶下区
域主管了人的数学思维、运动想象力以及
对空间的认知，这很有可能是使得爱因斯
坦具有异于常人的逻辑思维和空间认知能
力的主要原因。

2012年，著名的人类学家迪恩·福克斯也
发表了研究结果，他分析了一组从前未发表
过的爱因斯坦整个大脑照片，发现爱因斯坦
大脑胼胝体要比常人的大脑胼胝体厚。胼胝
体神经纤维连接着大脑的重要区域，如负责
复杂思维与决策的前额叶皮质，因此爱因斯
坦大脑半球间的合作，显然比常人要活跃许
多。

被偷走的大脑

聚焦神经胶质细胞

科学家们一起“找不同”

“中国脑计划”的名称为“脑科学与类脑科学研究”，主
要有两个研究方向：以探索大脑秘密、攻克大脑疾病为导
向的脑科学研究以及以建立和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为导向
的类脑研究。

这项由中国科技部、国家自然基金委牵头的脑科学计
划，已经过国内专家2年时间内数次讨论及论证。该计划
将作为我国六个长期科学项目工程中的一个重要项目，长
期资助，资助时间长达15年（2016～2030年）。

“中国脑计划”主要解决大脑三个层面的认知问题：1.对
外界环境的感官认知，即探究人类对外界环境的感知，如
人的注意力、学习、记忆以及决策制定等；2.对人类以及非
人灵长类自我意识的认知，通过动物模型研究人类以及非
人灵长类的自我意识、同情心以及意识的形成；3.对语言
的认知，探究语法以及广泛的句式结构，用以研究人工智
能技术。

据专家介绍，该计划有望帮助我们从大脑图谱到大脑
认知这一过程有一个广泛的理解。我们不仅能区分大脑
不同区域的细胞类型，同时对大脑不同区域的功能结构，
大脑细胞之间的连接也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大脑认知
则体现在，有关大脑细胞形成节点的分子以及遗传因素，
脑活动的形成以及行为产生的机理等方面。

脑计划对我国基础脑科学技术研究平台有很大的提
升，这些技术体现在神经标记和神经环路示踪技术、大脑
成像技术、神经调节技术、神经信息处理平台等方面。此
外，该项目有望建立一个脑图像国家平台、一个有关大脑
功能失调的血液生物库和大脑生物库以及大脑健康训练
和教育中心，对于基础脑科学研究来说，由此带来的长尾
效应非常明显。中国科学院院士蒲慕明也强调，中国执行
脑计划拥有诸多方面的优势，例如中国灵长类动物种类和
数量非常丰富，在非人灵长类脑疾病模型上也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

除了能促进基础脑科学外，“中国脑计划”也有益于我
们对大脑疾病的探索。该计划一旦落实，未来我们有望通
过分子、影像以及相关标记物，即可在大脑疾病的早期诊
断和干预上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大脑疾病的遗传、表观遗
传以及病理性功能失调等方面的研究，掌握大脑疾病的发
生机制。常见的脑功能障碍疾病，如自闭症、心理障碍、抑
郁症、上瘾以及神经衰退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综合征、帕金
森等疾病是这项计划首先要攻克的目标。

类脑科学研究，则主要应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
上。通过类人脑神经网络模型和计算方法的建立以及通
过类脑计算、处理以及存储设备技术的研究，有助于我们
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机器以及类脑机器人等项目的开发。
尽管包括霍金、比尔·盖茨以及马克斯在内的业内知名人
士，忧虑人工智能的发展，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工智能如
火如荼地发展。“中国脑计划”对这一领域显然很重视，专
家表示，这一领域多学科的结合能更好地理解脑科学以及
人工智能技术。

“上海脑计划”已先于“中国脑计划”启动。2015年3
月27日，由上海科委主导、复旦大学等10多家单位共同参
与的“上海脑科学与类脑智能发展愿景”项目顺利启动。
根据复旦大学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冯建
峰在“2015浦江创新论坛”上表示，“上海脑计划”主要目标
在如下几个方面：解析复杂数据，模拟脑工作，探究记忆、
学习、决策等原理，模拟智能交互，大数据挖掘，智能医疗
诊断等方面。如此看来，“上海脑计划”与“中国脑计划”的
发展目标如出一辙。

小资料

“中国脑计划”：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研究动态

非凡的大脑从何而来非凡的大脑从何而来

爱因斯坦的大脑被哈维分为 240
块，每片在大脑中的位置都有详细记录
并贴上了标签，哈维还做了12套共200
张包含组织样本索引的幻灯片。

尽管诸多研究结果说明爱因斯坦的大脑
与普通人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也有不少研究
认为，爱因斯坦的大脑和常人并没有根本性
的差异。美国纽约佩斯大学的心理学家泰伦
斯·海因斯在2014年发表论文，认为研究爱因
斯坦大脑的科学家们都陷入了怪圈——非要
找出不一样来证明自己的结论。海因斯说，

哈维本人就是这个怪圈中的第一个受害人。
1978年，哈维也告诉列维“爱因斯坦大脑

的各项指标到目前为止都显示在正常范围
内”。但哈维一直没有发表这个研究结果，他
也在期待天才大脑的“不一样”。海因斯还在
论文中列举了上述如戴蒙德等人研究的数值
区间问题，那些爱因斯坦大脑异于常人的数

值，并没有超出多么明显，都在合理范围之
内。

此外，海因斯认为，目前所有研究爱因斯
坦大脑的学者都是对大脑切片进行研究获得
的，但大脑部分切片并不能代替大脑这个精
密器官的多功能性，只针对切片作出的判断，
并没有科学依据。

对切片的研究或许有点片面

中国脑计划分为脑科学以及类脑科学两部分

曾有研究显示，长时间看电视会影响
认知能力，但其中因果关系并没有这么简
单。

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经常听
到大人们的警告：“看电视会让你的脑子生
锈的！”时至今日，我们在看到小孩子们假
期整天坐在电视机前，而对探索真实世界
毫无兴趣的时候，这些警告话语也会脱口
而出。父母的这类责骂可以追溯到黑白电
视的时代，而如今，在手机、平板电脑等手
持设备也能提供大量视频内容的情况下，
人们的担忧与日俱增。但是，孩子们的大
脑是不是真的因为看电视而受到了损害
呢？

通过大脑成像技术，我们可以清楚地
看到看电视对于儿童神经回路的影响。研
究表明，长时间观看电视会改变儿童脑部
的解剖结构，并损害其语言能力。从行为
上来看，甚至还有更严重的影响：虽然很难
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更高发的反社
会行为、肥胖、心理健康问题确实与长时间
看电视有关。

然而，一项新的研究给这一思路敲响
了警钟：研究人员发现，此前的研究忽略了
一个重要的混杂变量，即遗传特征，因此，
看电视不利于大脑健康这一传统观点可能

不一定正确。
2013 年，由日本东北大学的神经科学

家竹内光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率先发表
了一项针对290名5~18岁青少年的大脑成
像的研究结果。研究者同时调查了青少年
们每天看电视的时长（0～4 小时不等）。
他们发现，这些孩子看电视的时间越长，
大脑中的下丘脑、隔膜、感觉运动区及视
觉皮层区的区域就越大。这些区域与多种
活动有关，如情绪回应、唤醒、攻击、想象
等。除此之外，大脑的前叶区域、前额极
皮层有增厚的趋势，这代表着语言推理能
力降低。测试结果表明，儿童的语言智商
分数（用于衡量词汇与语言能力）随着他
们看电视时间的增加而成比例地下降，并
且不论儿童的性别、年龄以及其家庭收入
情况如何，他们的脑部组织中都会发生这
些变化。

其中某些脑部变化可能是良性的：视
觉皮层体积的增加可能是因为看电视锻炼
了视力。但是下丘脑的增厚是边缘性人格
障碍、攻击性行为、情绪失调患者的显著特
征。或许，观看电视节目时，其中大量的戏
剧、动作和喜剧性使得唤醒回路、情感回路
得到加强，而与智力相关的回路相对就削
弱了。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心理问题与行

为问题。之前的研究表明，人在童年时期
每多看一个小时的电视，患抑郁症的概率
会增加 8%，而犯罪的概率会增加 27%。其
他一些研究则表明，童年时期每看2小时电
视，患Ⅱ型糖尿病的概率会增加20%。

有很多说法可以解释这些现象。由于
看电视经常是独自一人坐着看，因此孩子
们错过了很多体育活动与社交活动带来的
健康益处。此外，被动地盯着显示屏也会
损害语言表达、逻辑推理及其他认知能
力。“监护人应该考虑到这些影响，别让孩
子长时间地看电视。”竹内光及其同事总结
道。

但看电视与大脑、行为变化之间的相
关性不一定意味着是看电视导致了大脑与
行为的变化，也可能是预先存在的个人特
质或其他潜在的环境因素导致了孩子喜欢
疯狂地看电视。

但不管怎么样，父母们控制孩子们看
电视的时间都是对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的时间越长，孩子参与体育活动、阅读、与
朋友互动的时间就越少。缺少体育活动与
知识探索会对身体与认知产生明显的不良
后果。不管电视会不会损害你的大脑，长
时间地坐在电视机前似乎有些太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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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视会让脑子变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