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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视视视幻幻幻幻图图图图揭揭揭揭示大示大示大示大脑脑脑脑重建三重建三重建三重建三维维维维世界世界世界世界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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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物理学家组织网12月8日（北京时间）报道，德国吉森大学、马普生物控制论研究所和美国耶鲁大学通过

一种特殊的视幻图像实验，发现一类特殊的神经细胞在重构物体三维形状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揭示了大脑是怎样再

现三维世界的。  

我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三维世界中，事实上这是大脑制造的一个持续不断的感觉印象。因为三维物体在视网膜上

所成的图像是平面的，第三维信息已经丢失了。但我们依然体验着一个无可置疑的三维世界，人们并不清楚大脑是

怎样通过视网膜信息来判断物体的确切形状的。 

研究人员解释说，要通过二维图像判断目标物体的三维形状，必须依靠多种线索，如立体影像、运动视差、阴

影等，大脑依靠的最重要线索就是图像形成的表面纹理。如果一种纹理对于观察者是偏斜的，这种花纹在观察者视

网膜上会显出被压扁的样子，这为重建三维形状提供了重要信息。 

在实验中，他们设计了一种二维的随机噪声图像，并将这种图像涂抹成特殊花纹，使它看起来有点像手指画。

吉森大学心理学教授罗兰·弗莱明说：“这样涂绘出来的图像能显示真实三维世界中所没有的纹理，能选择性地刺

激视觉皮质中的‘综合细胞’（complex cells），以此检测在视网膜上成像的花纹的二维方向。” 

马普生物控制论研究所人类感觉、认知与行为部主管亨利奇·布尔索夫介绍说，我们让志愿者调节一种观察器

来观看这些二维图像，然后报告他们看到了什么。这套装置让我们能精确重建他们所感知到的三维图形。而最突出

的是我们根据细胞反应所预测的结果和志愿者感知的结果非常相似。 

“我们得到了第一手数据，能清晰地看到预测图。但我们认为这种效果不会持续很久。”耶鲁大学博士生丹尼

尔·霍特曼-莱斯说，这一发现分离出了大脑通过纹理判断形状的关键机制。志愿者一次盯着图案看30秒，就能改变

细胞反应的方式，最终“调整”造出的随机噪声图像呈现出某种三维形状的样子，而这种图正常看起来完全是平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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