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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一喝酒就脸红，仿佛一只被煮熟的虾一样。而且，
你可能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喝酒脸红的人比一般人更能
喝。”事实上，喝酒脸红的人并不比一般人更能喝，对他们来
说，喝酒对身体的伤害更大。
  研究表明，有30%-50%的东亚人，包括中国人、韩国人、
日本人，都容易出现饮酒后脸红的现象，所以这种现象还有
一个外号叫“亚洲红”。既然东亚人喝酒脸红的比例这么
高，咱们身边有几个会喝酒脸红的朋友也就不稀奇了。
  喝酒为什么会脸红？这就要从酒精进入我们身体之后
发生了什么说起了。
  酒精，也就是乙醇，会被胃和小肠吸收进入身体。进入
身体的乙醇，大部分是在肝脏里面被代谢分解，肝脏会对乙
醇进行两道工序的加工处理。
  第一道工序，通过一种叫做乙醇脱氢酶的东西，把乙醇
转化成乙醛。第二步工序，通过乙醛脱氢酶2，把乙醛转化
成乙酸。
  但是，在很多东亚人体内，控制合成乙醛脱氢酶的基因
发生了突变，不能产生正常的乙醛脱氢酶。这就使得，乙醇
被转化成乙醛之后，在体内大量聚集。乙醛对身体的危害
比乙醇大多了，它会引起人面色潮红、头痛恶心等状况。
  更糟糕的是，乙醛还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体内缺乏
乙醛脱氢酶2的人，也就是喝酒容易脸红的人，饮酒患食道
癌的风险比普通人高出4倍-8倍。
  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对喝酒容易脸红的人来说，每天喝
两瓶啤酒，食道癌发生率是不会脸红的人的6倍-10倍。所
以，这么看来，喝酒容易脸红的人绝不比普通人更能喝。喝
酒对这些人的身体伤害更大。
  顺便说一下，如果你吃了头孢之类的药物，再喝酒，会
引起双硫仑样反应。这其实也是因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
性遭到抑制，导致体内乙醛堆积。双硫仑样反应是非常危
险的，即便是少量的酒精，也可能会引起呼吸困难、心动过
速、眩晕等症状，搞不好是会出人命的。据《北京青年报》

噪“去途远，归途近”究竟是什么感觉？

  当你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再回来的时候，尽管走了相
同的距离，但回来的时间似乎总比去时短很多。这种奇特
的感觉有一个专业名词解释——— 返程效应。
  它是指即使在客观上去程和返程的路程相同，但主观
感觉上却认为到达目的地的路程比从目的地返回的路程
更长。
  对于这一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奇特现象，很多科学家也
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日本京都大学的小泽一郎在《公
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实验，发现
返程效应确实存在，它影响的并不是时间机制本身，而是
我们事后对时间的感觉。
  实验人员将20名参与者分为两组，分别观看三段徒步
视频，时长和距离均相等（26.3分钟，1.7公里）。视频1是
从S到E的路线、视频2是S到E的返程，而视频3的路径则完
全不同。在实验中，10名参与者组成往返组，每次观看视
频1或2。另一组由另外10名参与者组成，每次观看视频2
或3。
  通过后续针对参与者反馈的得分发现，虽然在客观层
面，视频的时间与距离完全一样，但观看往返视频的参与
者都认为返程视频花的时间要更少。

噪什么造成了返程效应的发生呢？

  熟悉度 在《社会心理学与人格科学》杂志上的一篇
文章中，迈阿密大学心理学家佐伊·陈对返程效应提出

了其与熟悉程度有关的猜想。
   在积累一定经验的前提下，人们认为一切

事物的发展将会是顺顺利利直线进行。而当
初次做事时，因为缺乏经验，我们会感到不
安，认为接下来的事物可能会是有插曲的曲
线进行。这就导致了人在从事熟悉事物时
会比接触陌生事物感到花费的时间更短。
  旅行中，当我们前往一个陌生地点
时，因为未知，会倾向于觉得有意外发

生，而返回时因为对路线熟悉了，所以就会产生时间变快
的错觉。
  预期建立 虽然返程效应确实可能与熟悉度有一定关
联，但是不少研究发现，即使在往返路线完全不同的情况
下，人们依旧会体验到返程效应。
  一项发表在《心理经济学公报与评论》杂志上的研究
发现，在实验中，97名大学生通过骑行到一片森林空地，
两小时后，三分之一的人从同样的路线返回，而其余的人
则从同样长度的不同路线返回。
  虽然所有的路线都只需35分钟，但在最后的实际骑行
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无论学生选择哪条回程路线，他
们都反馈觉得比最初去的行程要缩短了22%左右”。
  心理学家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很有可能是与人的情绪
和“预期”有关。人们常常低估做一件事所需要的时间。当踏
上一段陌生的旅程时，人们会因为受到对旅行整体的期
待、好奇、焦虑、迫不及待等情绪的影响，出现例如“1小
时的路程远比平日中长”的错觉，这就是预期建立。
  而在回程时，因为知道目的地是家，并且人们对“回
家”多数情况下并不会感到太过兴奋，能够以更为平稳的
心态去感受真实的时间，所以就会出现和之前预期上的偏
差。一方面认知上觉得“时间可能很长”，另一方面在真
实时间的感受上又因为情绪影响的消除而恢复到正常水
平，这就造成了返程效应的出现。

噪返程效应可能是个旅行好兆头

  研究人员指出，情绪与预期甚至有时也会翻转返程效
应的效果。这是因为预期会提高觉醒与注意力，使人产生
时间延长的错觉。所以，假如你对接下来的旅行感到丝毫
提不起兴趣，甚至想要赶紧回家，那么你就很有可能经历
“去途近，归途远”的翻转返程效应。
  这么看来，在旅行中出现的返程效应虽然有时会非常
熬人，但这也代表着我们对接下来的整个旅程抱有着极高
的期待与兴趣。所以，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如果你在接下来的
旅行中体验到了返程效应，那很有可能就代表着你将度过一
个美好与快乐的假期生活。   据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

  《当代生物学》曾发表过相关研究——— 在某个陌生环境
的第一次睡眠，会难以入睡。这类睡眠障碍被专家们称为
“第一夜效应”（简称FNE），也叫“首夜效应”。
  为何叫“第一夜效应”？因为认床往往只发生在陌生
环境的第一夜，其本质是对新环境的不安和警惕。
  其实这种在陌生环境半梦半醒的现象，在鸟类和海洋
哺乳动物里很常见。它们如果认为周遭环境不安全，睡觉
时会名副其实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半的大脑在休
息，另一半的大脑则保持警醒，以便对周遭环境的突发状
况做出及时的反应。这种有趣的现象叫作“单侧脑半球睡
眠”。
  1999年，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的查尔斯教授做过一个实
验，安排一群鸭子排排站睡觉，结果发现在队伍前端，隐
蔽性较好的鸭子，两只眼睛都闭着睡。睡在队伍尾端，靠
外边的鸭子，会自动担负起半睡半醒的守护角色，而且，会
把睁着的那只眼睛朝向天敌可能入侵的方向。
  美国布朗大学的专家们受到启发，开始猜想人类是不
是也有两侧大脑不对称的休息模式？于是他们做了睡眠实
验，结合脑磁图、核磁共振以及多导睡眠描记图等技术，
对睡眠中的大脑进行神经成像。结果发现，在睡眠实验的
首夜，左右脑半球表现出不一样的睡眠深度，半边脑“沉
睡”，半边脑相对“清醒”。后续研究还发现，在睡眠实
验的第一夜发出“异响”，清醒脑的振幅反应更为激烈，
意味着它的警觉程度更高。到了第二晚，被试者对睡眠环
境变得熟悉，左右脑半球沉睡/清醒的差异随之消失，明
显比第一夜睡得更熟了，睡眠质量提高。
  总之，“第一夜效应”很普遍，这不是敏感或睡眠质
量差，是人类的一种自我防范机制。也因此，如果到了陌
生环境，想睡眠质量好，可以携带熟悉的物品助眠，让大
脑感到安全，比如常用的枕头、毯子、睡衣，或者熟悉气味的
香氛蜡烛等。          据《北京青年报》

为何出游总觉得“去时路远，回时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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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没有到
啊 ？ ”“ 还 有 多 远
啊？”……出门旅游
时，你可能也有过同
样的体验，去的时候
觉 得 目 的 地 近 在 眼
前，时间上却有一种
遥不可及的感觉。而
且更奇怪的是，明明
路线都一样，返程总
是感觉比去的时候要
快 得 多 ，仿 佛 抄 了
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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