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子连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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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遗传因素
个子高的父母孩子也高，个

子矮的父母孩子也矮，不过这个
身高规律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叫
做回归。

意思是说高个子父母生的孩
子个头往往比父母要矮一点，而
矮个子父母生的孩子，个头要比
父母高一些，如此一来，人群身高
就不是往两个极端发展，而是朝
着中间值进行回归。

2、营养、运动和睡眠
现在的青少年个头有逐年增

加的趋势，这与良好的营养是密
不可分的。

运动对于长个子也是非常重
要的，例如大家熟悉的美职篮运
动员林书豪，他的父母个头并不
高，而他拥有职业篮球运动员的
身高，与后天大量的运动是密切
相关的。

早睡早起身体好，对于长个
子也是如此哦。充足的睡眠有助
于长个子。

3、性激素的刺激
不恰当的性激素刺激，会导

致骨骺端软骨的提前钙化封闭，
那么个子就长不高了。这种情况
可见于家长不恰当的给孩子吃补
品 ，可 能 对 孩 子 一 生 造 成 影 响 。
其实均衡合理的膳食就可以满足
孩子生长发育的需求。

大量心理学研究发现，
人际关系中存在着自发性协
调效应，比如美国电视知名
主持人赖瑞金面对不同受访
者时，讲话音调会随对方而
调整，透过“同步”气氛以拉
近与对谈者距离。

人会下意识改变各种外
在行为，是一种维持人际关系
的关键，心理学称之为“社交
同步性”。另外，在共同环境
下建立的长期亲密关系，也会

增加这种同步性，因此不仅
“母子连心”的情况，还有夫妻
相像、朋友相知，都是一定程
度上不自觉的模仿表现。

所 以 ，母 子 连 心 不 仅
仅 是 一 种 体 现 母 爱 的 说
法 ，而 是 在 生 理 学 和 心 理
学 上 ，都 可 以 被 观 察 到 的
一种现象。

不论孩子们小的时候还
是成年的现在，母亲与他们
的连接从未中断。

开灯睡觉真的会影响身高吗？
看完再也不敢不关灯睡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身高也会增高，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
能长得高高的，但有些孩子的身高会明显比同龄人“矮一截”。不少
家长认为，孩子个子矮是因为“没长开”，只要再长大一些就好了。

但是，最近网上有消息称，开灯睡觉有可能导致矮小症。
消息一出，很多人表示很吃惊。那么，开灯睡觉真的会导致矮

小症吗？哪些原因还会影响身高呢？今天和大家详细地说一说。

人体生长激素是由脑垂体分
泌决定的，在睡眠状态下分泌水平
比清醒状态时分泌量多 1倍，因此
对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儿童及幼
儿而言，保证充足的睡眠十分重

要，因为有助于生长发育，包括长
个子。

机体区分白天黑夜是通过我
们的下丘脑的视交叉上核-松果体
对光线进行感受，也就是人们常说
的生物钟。通过光线的明暗来控
制生物钟的节律，通过生物钟的节
律来控制我们的生理节律。

因此，开灯睡觉对于机体分泌
生长激素是不利的，因为身体会感
觉依然是在白天，生长激素的分泌
量还是按照白天的状态进行分泌，
即分泌量减少，导致长个子受到影
响。

开灯睡觉真的会影响身高吗?

在我们的肢体的长骨末端，
有一个部位叫做骨骺段，这个部
位在少年儿童生长发育中是由软
骨构成的，在生长激素的刺激下，
骨骺端的软骨向远端延伸，同时
钙元素沉积在骨骺近端，通过钙
化过程形成坚固的骨骼。长个子
就靠这关键的骨骺段的软骨不断
向远处延伸了，钙质及时沉积钙
化形成骨骼，这就是我们长个子
的过程。

如果是成年人，生长发育阶
段结束，骨骺端完全钙化，因此身
高无法再继续增加了。如果这个
时候脑垂体依然分泌生长激素，
给出错误信号，那么依然有软骨
的部位就会继续长大，不过这时
候就不是长个子了，而是变成了
大手大脚大鼻子，医学上叫做肢
端肥大症。

如果生长发育阶段，生长激

素分泌不足，就会导致身材矮小，
甚至侏儒症，而如果脑垂体分泌
生长激素过于旺盛，那么就可能
导致巨人症。这就不是正常生理
状态下的长个子了，而是一种疾
病。

身高是如何增长的？

哪些原因会影响身高？

原来“母子连心”是有科学依据的！
血浓于水的羁绊是这样形成的

从小，我们就听到过“母子连心”这一说法，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用来形容孩子和母亲的亲密关系。
其实，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当宝宝还在妈妈肚里的时候，就能接收到妈妈的情绪，与妈妈同喜

同悲。
那么，“母子连心”这一说法的科学依据是什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详

细地了解一下。

当受精卵着床于子宫，形成胚
芽后，一部分细胞会分化成心管，
也就是最原始的心脏，当这个心脏
朦朦胧胧地开始第一次心跳后，一
个小生命就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

正 常 胎 心 率 为 120~160 次/分
钟，而孕妇的心律虽然高于一般的
女性，但也是在 70~90次的范围，基

数如此不同，似乎很难和“母子连
心”这个词发生联系。

然而，在特殊情况下，母子的
心律却有可能发生同步，英国 Abe⁃
deen 大学的研究发现，当母亲以特
定节率呼吸时，母胎的心律有很大
频率发生同步。

研究人员邀请了 6 名 34~40 孕

周的健康孕妇进行了该实验，通过
母胎心电监护仪观察他们的心电
图情况，并要求母亲以不同频率呼
吸。结果发现，当在母亲每分钟呼
吸 20次的频率时，母胎心律的吻合
率远高于其它情况。但是，当胎儿
状 况 不 好 时 ，这 种 同 步 性 就 会 降
低。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母子
最早的“连心”，是母亲时时刻刻心
系着未出生孩子的健康。

孩子出生后，母子如何“连心”呢？

如果出生前，母子一体，心律
互相影响可以找到生物学依据，那
么孩子出生后，“母子连心”的现象

又该怎么解释？
以色列研究人员发现，3个月大

的婴儿能够和他们的母亲实现彼此

的心跳同步。研究人员让 40 对母
婴面对面相处，并在每个人的心脏
部位配备了能够检测心跳的电极。

结果发现，随着母亲充满爱意的
面容或是欢乐的笑声的出现，母亲与
孩子的心跳很快就“步调一致”了！

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团队发现，女性大脑
中经常会发现一种非常特殊的细胞——微嵌
合细胞，出现这种现象，说明胎儿的细胞进入
了母亲的大脑。

最大可能是胎儿的细胞产生在母亲怀孕
期间，并通过胎盘进入母亲体内。尽管该发现
不能完全解释“连心”的原理，但足以说明母子
的相互关联，在身体里是有“根基”的。

这个“步调一致”的过程，是由母亲同步婴
儿，还是婴儿同步母亲呢？

美国 HeartMath 机构曾做过一项研究，发
现母亲是母子紧密联系中的关键因素。他们
分别监测了母亲和婴儿的心脑电图，结果发现
只有当母亲把注意力放在婴儿上时，她的脑电
波才会与婴儿的心跳产生一致性的重合。

也就是说，母亲只要集中注意力就可以感
受到孩子的心跳。但这个情况反过来却不一
定成立，毕竟很难要求婴儿集中注意力去感受
母亲的心跳。

“母子连心”由谁主导？

“母子连心”与微嵌合细胞

“母子连心”与社交同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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