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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王蔚）动脑筋时大脑工作
的机理是什么？如何解开学习与记忆的生理
基础？正在上海举行的“学习科学国际大会”
传出信息，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学院院
长周永迪教授今天发布了一项最新研究成
果———“视觉!触觉交叉模式学习和记忆中的
前额叶皮层神经活动”。研究表明，背外侧前
额叶皮层神经元能够保存样本信息，并将其
从一种感觉模式转换为另一种感觉模式，直
至动物!人"做出行为决策。

研究猴子的记忆特征
“以往的研究表明，猴子的背外侧前额叶

皮层（"#$%&）神经元，以不同的方式整合信息，

并在工作记忆任务中的记忆时段!延迟时段"保
持这些信息。然而，人们对这种信息整合的机
制，以及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在整合中的作用仍
然知之甚少。”周永迪教授说，他们的研究是训
练猴子执行视觉!触觉（'(）交叉模式和触觉!

触觉（((）单一模式的工作记忆任务。
在 '(任务的记忆时段中，背外侧前额

叶皮层神经元显示出与刺激相关的选择性活
动，这表明在工作记忆中，背外侧前额叶皮层
参与了视觉与触觉跨通道信息的保持。在对
'(和 ((的记录表明，早期选择性记忆活
动，主要依赖于样本的感觉模式 !视觉或触

觉"；晚期选择性记忆活动，则与两个任务中
的触觉选择相关；而贯穿整个记忆时段的活

动，则连接和整合了任务的感知和行动成分。
当无需进行触觉选择时，'(晚期选择性记忆
活动明显消失。在与初级触觉皮层的神经元
记录进行比较时，很少见到仅与触觉选择相
关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神经元活动。

分析大脑信息整合机制
周教授解释说，他们的研究就是为了试

图回答大脑对来自不同感觉通道 !如视觉和

触觉"的信息是如何整合的神经机制。“日常
生活中，这类多感觉通道信息整合的事例很
多。比如，打字时就需要视觉和本体感觉!手

指对键盘的触觉"信息的整合。如果这样的整
合不能实现，那么，人们就无法完成打字这个

任务。看乐谱弹钢琴，就更是结合了视觉!视

谱"、听觉!听音乐的声音"和触觉!手指的精

细活动#对键盘的触觉"的信息。”
周教授说，这些信息整合的神经机制是怎

样的，人们并不十分清楚。因此，他们在实验室
训练动物学习跨感觉通道!视觉与触觉"的任
务，在动物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记录其大脑神经
元的活动，并对这些活动进行分析，从而使人
们能对任务学习过程中脑的可塑性变化，以及
对与任务执行过程中相关的神经机制有了新
的认识与了解。这种认知神经科学的基础研
究，将使人们能更好地理解学习过程中大脑的
高级认知活动的神经机制，进而希望能对人们
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和教育方式做出贡献。

! ! ! !本报讯（记者 易蓉） 帮老师擦一次黑
板、为拿着大型包裹快递的同学搭把手、替无
人自习的空教室关上灯、为社区居民做一件
力所能及的小事……今天，在第 )*个学习雷
锋纪念日之际，上海交通大学学子展开了一
场有关雷锋精神的微讨论，为大学生践行雷
锋精神提出了“随手公益”、“日行一善”等微
建议。
在交大，从一届届学长学姐到学弟学妹

不断传承着的公益社团还有很多，交大雷锋
学社发起“日行一善，好人渐成习惯”的活动，
从细微和平凡的小事中积累正能量。

大学生做“雷锋人”的意义究竟是什
么？大学生们认为雷锋精神的实质是“爱”，
且在给予他人帮助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
雷锋精神在校园里传递不仅帮助学子们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也能让校园更加
温情有爱。

! ! ! !今天上午，打浦桥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热闹非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生
正在为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检查和咨询。人群
中有一位高高大大的医学生正在为居民耐心
解答有关慢性病的疑问，他是内分泌专业博
士研究生马宇航———一名坚持志愿公益活动
+年的医学生。

,--.年，刚刚大一的马宇航为班级尝试
着联系闵行区一所民工子弟小学开展定点定
期支教活动。学校简陋的教学设施和一张张
求知若渴的稚嫩小脸带给马宇航极大的触
动，也令他感觉到此番支教的意义，“只要力
所能及就应该去奉献。”
此后，马宇航组织和参加了许多志愿者

活动，他当过义务家教，当过临终关怀的志愿
者，也参加过特奥会、世博会等志愿者工作，
还多次献血。医学生的学习是十分紧凑紧张

的，尽管如此，马宇航仍然坚持着，因为在他
看来，这些活动虽然的确占据了不少时间，但
过程中收获的成长更为可贵，于是从本科到
博士，面对学习、临床、科研的多重压力，他依
旧坚持着。
随着医学知识的累积，马宇航逐渐把所

学的知识用于志愿者活动，马宇航找到了更
好的平台去服务他人。在云南洱源，马宇航与
当地医生分享解糖尿病诊疗规范获得了很好
的效果，一位年长的医生还来向他请教；在活
动中，马宇航曾目睹一对脑瘫患儿的父母因
为孩子的一次稳定站立而泪流满面……

“如果说志愿服务、热心公益是对学习
雷锋精神的新时代解读，那么其更是对医者
仁心的永恒注脚，爱才是医学不懈进步的核
心动力，作为未来的医生，永远勿忘滋养心底
的那份爱。” 本报记者 易蓉

! ! ! !支付宝钱包，微信理财通，银行手机客户
端，移动理财与支付……昨天本报焦点报道
《你的手机钱包安全吗？》引来多方关注。沪上
多位网络信息安全专家纷纷指出，移动互联
网应用方兴未艾，安全保护措施尚不到位，用
户使用手机钱包不能一味追逐快捷体验，移
动支付开发商更不能一味靠“快钱”吸引用
户，亟需自补“安全课”。

网络安全有条件
打开手机，接收校验码，输入点确认，就

能转账汇款、网络交易、购买基金，甚至和朋
友一起 //制消费。“自从装了各种金融客户
端，就不再跑银行排队等号了。”0-岁出头的
白领叶欢，每天出门时钱包可以不带，手机不
能离身———不仅用它听音乐、玩游戏、看视
频，更把所有家当都装在里面：银行手机客户
端里是个人存款，工资卡绑定了支付宝，结余
的零花钱微信上买基金……只需短信验证码
和支付密码，手机立刻变身一台个人 /12

机，钱款往来随时随地。

在许多网络安全专家眼里，这却不是万
无一失的安全之举。因为，任何网络信息安全
都是有条件的，一旦某个条件被破坏，信息
安全遭受巨大风险。对移动金融安全来说，
手机就是这把安全锁，如果手机丢失或者手
机本身存在安全隐患，手机钱包很可能被他
人盗取。“所以，对自己的手机应该像钱包一
样看牢，时时提防被盗。”

手机刷机很危险
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资深网络专家告

诉记者，很多用户手机虽然没丢，可手机钱包
的“安全拉链”，早早已被层层拉开———刷机。
“手机刷机，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举动，就

像把自家手机的安全阀拱手让人。各类型的
手机出厂时，通常会设置一定的访问屏障，防
止外来软件获取手机系统内的核心数据。手
机刷机后，外来的访问权限被设置为最高级
别，在手机操作系统中畅通无阻。用户虽然绕
过了安装软件要付费这一关，却也敞开了手
机内部最后一道防线。手机内部留存的信息

数据、各类账号密码、短消息验证码等，就能
被木马病毒轻松翻阅、传送。”

“安全拉链”不能省
网络安全专家提醒说：从某种程度上说，

网络用户体验和网络信息安全成反比。网络
操作一味追逐便捷省力，有时是以牺牲信息
安全为代价的。

例如，有些网络交易提供小额支付免密
的超级服务，要知道我们去银行取一元钱都
要输入密码，手机钱包支取银行卡的钱，为何
就不需要密码了？其中的“安全墙”是如何被
破解的？……“在网络信息安全领域，多一道
坎，就意味着一道有效的安全屏障；相反，少
一步操作，就减少了一层保护。大家装钱包
时，不会只图使用方便，不拉拉链或放置在显
眼易得之处；当手机变身钱包，该有的‘安全
拉链’也是一步不能省的！”

现阶段的移动互联网犹如十多年前刚刚
起步的互联网，开发者更注重创新技术和产
品，网络安全意识淡然。同时，移动互联网安

全领域并无标准和规范，就连基本的恶意软
件行为尚无定论。而且，很多手机软件客户端
使用“类病毒”推广方式，安装前要求强制访
问手机通讯录、短消息、位置服务等，这些与
软件服务内容并无直接关系，用户拒绝就无
法安装软件。

因此，若将手机当钱包，用户需要增强自
我安全意识。信息网络安全公安部重点实验室
主任金波博士指出，“手机验证码3支付密码”的
双因素验证模式，总体还是安全的。他建议：

! 使用智能手机#尽量不$越狱%#不在

已经 $越狱% 的智能手机上实施各种金融操

作&尽量不要安装来历不明的软件&

! 使用操作系统相对封闭的智能手机#

并设置开机密码'

! 手机丢失后# 第一时间挂失 !"#卡'

即使手机被使用# 也无法再接受相应的短信

验证码'

! 用户补办手机卡时#运营商要严格把

关身份核验# 保证用户的手机卡不被他人盗

办冒用' 本报记者 马亚宁

沪科学家试解“动脑筋”生理机制
研究大脑信息整合模式有助人们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移动支付虽快捷 亟需自补安全课

手机当钱包尽量别“越狱”

!日行一善" 交大学子提出学雷锋微建议

服务世博支教献血 医疗义诊身体力行

医学博士8年热心做公益

! ! ! !今天上午，“萌芽计划———进城务工者
子女学前教育项目”在闵行区红卫幼儿园启
动，这是市慈善基金会实施的项目。首批资
助闵行区 4-家进城务工者学龄前子女看护

点，资助内容包括为 5-位看护人员进行培
训、为看护点儿童增添玩教具、开展结对志
愿服务活动等。图为志愿者与幼儿园孩子
们游戏互动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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