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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升日落，不同时差，哺乳动物
如何能感知一天的时刻变化？大脑
如何计算时间？这一直是国际科学
界研究的难点。北京大学科研团队
通过研究发现，哺乳动物大脑深部
脑区中名为“视交叉上核”（简称为
SCN）的神经元集群，可通过众多神
经元的“集体决策”计算时间，时间
解码准确率可达 99%。这一成果日
前在线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细胞
研究》。

据北京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成像
科学中心主任程和平院士介绍，团队
通过自主研发的双侧扫描双光子显
微镜，首次实现SCN区域近万颗神经
元跨昼夜的钙成像。研究发现，SCN
中以钙脉冲为基本单元，可形成从秒
到小时到近日周期的跨尺度钙信号，
展示出潜在的时间编码能力。

同时，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团队
又开发了基于 SCN神经元钙信号的
时间解码器，发现其解码准确率随
着神经元数量的增加而显著提升，
当随机组合来自同一 SCN 脑片的
900个神经元时，时间解码准确率达

99%，且所有神经元对于整体时间
计算有着近乎均等的贡献，从而揭
示出神经元群体在时间编码上的集
体决策机制。

“SCN是哺乳动物的‘中枢生物
钟’，可接收并处理外界的光时间信
息，计算时间并输出信号，从而指导
调控生物体的生理功能与行为。”北
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王
子晨介绍，由于 SCN致密度高，一直

以来获取大规模神经元集群的信号
数据并实现解码是国际研究中的难
点，团队此次应用高速高通量成像
和机器学习技术才得以破解其“计
时”的奥秘。

此外，通过多尺度对比学习方
法并基于钙信号时间序列，团队还
识别出 SCN在空间中集聚形成双侧
对称、波纹状的表征，其形状如同一
只美丽的“时间蝴蝶”。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南京转化
研究院喻菁博士表示，此次研究不
仅是国际首次在系统水平上揭示
SCN 基于神经元集体决策机制的
时间计算能力及机制，应用其中的
大规模钙成像技术和深度学习方
法也具有通用意义，为研究其他复
杂神经元集群工作原理提供了新
思路。

（魏梦佳）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日前报告，他
们利用生物发光成像技术记录了小
鼠大脑皮层氧气水平的动态变化，发
现运动可显著减轻大脑的缺氧负担，
这有助于加深理解不同生活方式对
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风险的影响。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近日发布公报
说，该校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在利用
生物发光成像技术研究小鼠大脑活动
时获得相关发现。生物发光成像技术
是指用荧光素酶基因标记生物的细胞
或DNA（脱氧核糖核酸），并利用光学
检测仪器，让研究人员能够直接监测

活体生物体内的细胞活动等。
研究人员改进了生物发光成像

技术，使其能够监测小鼠大脑皮层中
的氧气水平。结果发现，在小鼠清醒
状态下，它们大脑皮层的特定微小区
域会间歇性变暗，并可持续数秒，这
意味着该区域氧气供应被暂时切断，
研究人员给这些区域取名为“缺氧口
袋”。分析显示，大脑特定微小区域
暂时缺氧是由局部毛细血管微循环
受阻引起。研究还发现，与休息时相
比，小鼠运动状态下大脑中被“缺氧
口袋”覆盖的面积减少了52%。

相关论文近日已发表在美国《科
学》杂志上。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成
果为研究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
等与大脑缺氧相关的一系列神经系统
疾病打开一扇大门，有助于理解久坐
不动的生活方式、衰老、高血压等因素
如何导致这些疾病。 （张莹）

为何婴幼儿散发的体味令人愉
悦，而一些青少年体味难闻？一个德
国科研团队揭示了造成婴幼儿及青
少年体味明显变化的缘由。

德国埃朗根-纽伦堡大学等机
构的研究人员近期在英国《通讯化
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检测分
析了 18名婴幼儿（0 岁至 3 岁）及 18
名青少年（14岁至18岁）腋下汗液样
本，发现体味的化学成分会随着性成
熟而发生变化。

研究发现，婴幼儿身上会散发一
种清新的体香，但在青少年的腋窝中

却有高浓度的羧酸，这种有机化合物
与某些刺鼻的味道相关，如浓郁的奶
酪、天然麝香等。此外，在青少年体
味中，出现了两种在婴幼儿汗水中不
存在的带有泥土味的类固醇。

研究人员表示，青少年体味重主
要是因为皮脂腺随着青春期而活跃，
皮脂腺分泌的大量皮脂会被细菌分
解成难闻气味的化合物。而在婴幼
儿皮肤上，没有足够的皮脂，难闻气
味化合物就不会以高浓度形成，因此
婴幼儿身上散发着宜人的体香。

（刘曲）

在灵长类动物中，倭黑猩猩
和黑猩猩常被描述为“爱好和平
的倭黑猩猩”和“好斗的黑猩
猩”。近日发表在美国《当代生物
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在
它们各自的群落中，雄性倭黑猩
猩比雄性黑猩猩更具攻击性。

为了比较倭黑猩猩和黑猩
猩的攻击性，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等机构人员组成的团队观察了
非洲三个倭黑猩猩群落和两个
黑猩猩群落，着重研究了 12只
雄性倭黑猩猩和 14只雄性黑猩
猩的行为，包括记录它们进行攻
击性互动的频率，攻击性互动的
对象，以及是否有身体接触等。

调查结果显示，雄性倭黑猩
猩比雄性黑猩猩表现出更高的
攻击性。总体而言，雄性倭黑猩
猩攻击性行为的次数是雄性黑
猩猩的 2.8倍，前者身体攻击次

数是后者的3倍。
研究还发现，对这两个物种

而言，更具攻击性的雄性都有更
多的交配机会。但二者的一个
差别在于，黑猩猩群落是一个雄
性优势社会，雄性黑猩猩更有可
能对雌性表现出攻击性，强迫雌
性与之交配。而倭黑猩猩群落
中，雌性担任领导者的情况比较
常见。与倾向于对雌性表现出
攻击性的雄性黑猩猩不同，雄性
倭黑猩猩几乎只对其他雄性表
现出攻击性，而更具攻击性的雄
性倭黑猩猩更能够获得排卵期
雌性的交配权。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未来将
比较其他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群
落的攻击性行为，因为不同群落
的行为模式可能会有所不同。

（张晶）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我国科学家发现哺乳动物“计时”奥秘

对称的波纹状SCN功能组
织，形态像一只只“蝴蝶”。

“蝴蝶”形态的SCN模块化功能组织（左）与其设计图 北大团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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