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不少网民对“ 音频
毒品 ”感兴趣 ，还有的网
民询问在哪里可以找到
试听文件。

记者搜索了一个题
为“

preview

” 的音频文
件，并进行了下载。 发现
这个音频文件用时长

4

分多钟。 在音频文件里，

还有个“ 处方说明”：应该
戴上耳机，双手整齐地放
在一起，闭上眼睛听。

于是，记者按照这个
要求，戴上了耳机进行体
验，一阵刺耳的“ 嘟……”

声很快传进耳朵，让记者
多少有点吃惊———本来
以为音乐会很优美，没想
到这么刺耳。

接下来的声音依然
是 “ 嘟……” 单调的机
械音 ， 时高时低 ， 好像
接受听力检查一样 。 而
伴随着这些 “ 嘟…… ”

声 ， 记者感到整个大脑
都在鸣叫。

记者注意到 ， 整个
音乐只停留在一个音阶，

几乎没有任何起伏变化。

声音极像用叉子使劲刮

盘子 ， 用泡沫刮玻璃 ，

让人毛骨悚然 。 有的又
像是烧开水时的声音 ，

越来越快 ； 还有的像除
草机的声音 ， 也有的像

“ 马路噪音” ……

这种 “ 嘟嘟 ” 的声
音大概持续了

4

分钟 ，

最后文件中传来了一阵
笑声。

在听的过程中 ， 记
者最大的感受就是声音
刺耳 ， 结束后整个大脑
都嗡嗡作响 ， 听力似乎
有点下降的感觉。

记 者 打 开 了 一 段
“ 镇静” 的音频， 听到的
仍然是噪音 ； 再打开其
他的音频， 也大都如此。

随后，记者将这些音
频发给不同年龄、不同职
业的人来试听，发现每个
人的接受能力不同。

记者又试着听了几
段音频后 ， 不但没有出
现发布者所说的能消除
不安 、 抑郁 ， 或者产生
幻觉的任何反应 ， 相反
却有头痛、 胸闷的感觉，

而且感觉有些精神恍惚。

记者体验：感到毛骨悚然

记者将音频播放给
身边并不了解音频内容
的朋友试听 ， 多数人觉
得这些音频文件只是一
些噪音和杂乱的声音 ，

没有丝毫的旋律可言 ，

还有人觉得听上去像无
意中录下的机器声音 。

大部分听过音频的人一
致认为这样的 “ 噪声 ”

听一会就有焦虑不安的
感觉而不愿再听；也有很
少一部分人觉得听上去
没什么感觉，听不听无所
谓。

但 是 依 然 有 听 了
“ 音频毒品 ” 以后产生
“ 别样” 感觉的人士。 从
今年

4

月份接触 “ 音频
毒品” 的陈滨告诉记者，

她接触“ 音频毒品 ” 也
是朋友推荐给她的 ， 刚

开始听和大多数人的反
应一样 ， 刺耳又难听 ，

但是多听几次发现还真
能起到一些调剂的作用。

陈滨说：“ 我一般听兴奋、

快乐和安眠这几种 ， 记
得最明显的一次就是听
兴奋的那一段 ， 以前听
没什么明显的感觉 ， 这
次忽然觉得背上一阵麻
酥酥的感觉 ， 一直传递
到大脑里 ， 然后心情就
变得很开朗，情绪也比较
激昂，非常奇怪。 不过并
不是每次都有这样的感
觉， 那次遭遇奇特一点，

此后也没有太明显的感
受。只是有时候听听安眠
类的，真有安神的作用。”

同样对“ 音频毒品”

持肯定态度的大学生王
彤觉得没必要对这样一

个有 “ 毒品 ” 称谓的音
频文件大惊小怪 ： “ 就
是叫了个 ‘ 音频毒品 ’，

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不是
毒品 ， 也不会太多影响
生活吧 ？ 我偶尔听听是
因为觉得有些声音确实
可以放松神经 ， 和听音
乐 、 听歌曲差不多 ， 不
是有很多人还喜欢听雨
滴的声音吗？”

随着网络的进步和
发展，与网络有关的各种
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从网
游魔兽玩家花上万元买
装备、买点卡到开心网玩
家半夜定闹铃收菜 、偷
菜，网络新生事物越来越
多地进入公众视野，也扰
乱了人们的视线，究竟该
怎么面对这些网络新玩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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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一段音频， 会产生

和吸毒一样的致幻效果；

听一段音频， 可以减轻烦

恼， 不再焦虑； 听一段音

频……最近流传于网上的

“音频毒品” 因为传说中的

种种神奇效果而被网友热

切 关 注 ， 推 广 这 种

“I-Doser” MP3音频文件的

韩国网站也成为热门网站。

这是怎么样的一种音

频文件？ 这种音频真如

“毒品” 那样可怕吗？ 记者

在走访心理学专家、 音乐

理 论 专 家 后 为 您 揭 开

“I-Doser” MP3 音频文

件的神秘面纱……

核心提示

“音频毒品”网上流传

今年年初，一种名为
“ 音频毒品” 的音频文件
流行于网络，类似于噪音
效果的音频文件被推广
网站称有催眠、 抗抑郁、

兴奋等效果 ， 并被冠以
“ 毒品”的噱头，一时间受
到学生和年轻白领的追
捧，“ 音频毒品”究竟是怎
样一种文件？

记者查询到推广“ 音
频毒品” 的韩国网站，网
站上共推出了

73

种叫做
“

I-Doser

” 的
MP3

音频
文件，并细分为消除抑郁
情绪、 消除不安情绪、类
似毒品和镇静剂等

10

大
类别 。 类似毒品的共有
28

个文件， 提供可以体
验吸入可卡因、海洛因和
大麻等毒品后的感觉。点
击相应文件，就能传出可
以使人出现类似吸毒幻
觉的音频频率。

出于好奇 ， 有不少
网友对这种新奇的 “ 音
乐 ” 非常感兴趣 ， 网友

“ 一瓣香” 告诉记者， 完
整的

I-Doser

共分为
10

项 （

73

种） ， 储存在电
脑 中 占 硬 盘 空 间 超 过
3G

。 除了有抗抑郁剂 、

镇静剂 、 止痛药 、 兴奋
剂 、 安眠药的效果外 ，

还能产生与饮酒和服用
毒品等相同的感觉 。 她
身边有几个对 “ 音频毒
品 ” 感兴趣的朋友都在
搜集这些文件。

据这家网站的发言

人称，这些“ 音频毒品”都
是经过数十次临床试验
的产品 ，很安全 ，这些音
频通过调节脑电波，可以
出现等同于吸毒后的状
态，但是时间只有吸毒所
持续的十分之一，因此不
会中毒。

资料显示，脑电波指
的是一些自发的有节律
的神经电活动，其频率变
动范围在每秒

1

次
~30

次之间，可划分为四个波
段， 即

δ

（

1Hz~3Hz

）、

θ

（

4

Hz~7Hz

）、

α

（

8Hz~13Hz

）、

β

（

14Hz~30Hz

）。 在人心情
愉悦或静思冥想时，一直
兴奋的

β

波、

δ

波或
θ

波此刻弱了下来，

α

波相
对来说得到了强化，因为
这种波形最接近右脑的
脑电生物节律，于是人的
灵感状态就出现了。

据介绍，脑电波的节
律来源于丘脑，科学家曾
将动物大脑皮层与丘脑
的联系切断，脑电波的节
律消失，而丘脑的电节律
活动仍然保持着。 如果用
8Hz~13Hz

的电脉冲刺激
丘脑，在大脑皮层可出现
类似

α

节律的脑电波 。

因此，有专家称通过音频
达到与脑电波的共振而
出现愉悦、伤感或者亢奋
的神经情绪是有一定科
学道理的。

那么 ，这种“ 音频毒
品”真的有这样“ 神奇”的
效果吗？

当听到这些忽强忽
弱、仿佛是要穿透耳膜的

“ 音频毒品”时，西北民族
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理论
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
赛音不禁皱了皱眉头 ：

“ 严格地说， 这种音频只
能称为单音，基本上是一
个音，不能叫乐音，更不
能称之为音乐。既然不是
音乐，我很难想象它能带
给人愉悦、健康的感受。”

赛音教授分析说 ：

“ 我们现在常听的一些比
较好的音乐大多为

1600

年到
1900

年这三百年间
的古典音乐， 这一历史
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
音乐作品， 这都是能够
经历时间洗礼的旋律 ，

这些音乐让人沉思 、 回
忆、 快乐、 安静 ， 可以
起到调剂身心的作用 。

而现在听到的这个 ‘ 音
频毒品’ 更像是一些素
材， 就是在作曲或者编
曲的时候用来点缀乐曲
的一个‘ 配饰’， 如果要
作为主音来听， 我觉得

用处不大也没有什么意
义。”

甘肃省青少年心理
培训中心副主任 、 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廖军认
为所谓 “ 音频毒品 ” 只
是一个噱头 ， 更多的是
心理暗示的作用 ， 建议
不宜多听 ， 以避免激发
负面情绪。

廖军娓娓道来的专
业分析逐渐揭开了 “ 音
频毒品 ” 的神秘面纱 ：

“ 心理学上一个常用的提
法叫心理暗示 ， 就是指
在无抵抗条件下向被暗
示者提供信息以使他的
认知 、 情感和行为按特
定的方式活动 ， 暗示可
以极大地诱发人的潜能。

这种音频文件网站首先
做的事就是以 ‘ 毒品 ’

作为心理暗示 ， 使接触
者感应到这一信息 ， 在
心中默认这一信息 ， 难
免会有人产生潜意识 。

其次 ， 我们没有严格分
析过这些‘ 音频毒品 ’，

是不是也有部分音频的

波段频率会与脑电波产
生共振而激发一些情绪、

幻想等 。 现代心理学在
分析人体大脑结构时的
确发现人类情绪 、 心理
会受到大脑皮层放电的
影响 。 要准确定义 ‘ 音
频毒品 ’ 对听者究竟是
有益还是有害 ， 需要做
一些统计学样本 ， 科学
地进行分析。”

当谈到如今变幻无
穷的网络新事物时 ， 廖
军认为：“ 像‘ 音频毒品’

这些没有经过严格科学
定义 、 临床测试的音频
文件 ， 我个人的建议是
不要多听 ， 以免接受不
良的心理暗示产生负面
情绪 。 而像一些比较大
众化的网络游戏 、 网络
消遣倒不用太过危言耸
听 ， 只要是成年人 ， 可
以掌握自己的生活节奏，

不影响工作生活就可以。

反倒是对于青少年上网
接触新事物我们要格外
严格 ， 避免影响到孩子
的心理成长。”

（朱霞）

学生、白领疯传“MP3毒品”，听后如吸毒般产生幻觉

网络“ 音频毒品”揭秘
“音频毒品”流行网络 种类繁多

揭开“毒品” 的神秘面纱

是噱头还是事实？ 光怪陆离的网上新事物

相关链接

音乐的世界很奇妙，一

个个音符组合，可以影响人

的情感， 使人的情绪波动。

在“音频毒品”走红网络之

前，流传着很多例子。

自杀音乐：1933 年，一

位匈牙利作曲家在失恋两

周后一个下雨的星期天，在

巴黎写下一首名为《忧郁的

星期天》的曲子。 传说数百

人在听过此曲后自杀。 该曲

被称为“魔鬼的邀请书”。 心

理学家认为，该曲对听者具

有极为消极的心理暗示，如

果听者在此前生活有过挫

折等经历， 较易引起共鸣，

萌发死念。

产蛋、催奶音乐：很多

年前， 科学家就已证实，母

鸡听多了音乐下蛋量增加。

根据英国科学家研究发现，

奶牛比较喜欢慢节奏音乐，

听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

与听快节奏音乐相比，每头

牛每天会多产大约 0.73 升

奶。

音乐治疗：即用音乐对

疾病的医治、 缓解或刺激。

现代的音乐治疗起源于美

国，再发展至世界各国。

音频毒品， 英文名称

I-Doser。它主要通过播放控

制情绪的 α 波、 使人处于

清醒和梦幻之间的 θ 波以

及令人紧张和兴奋的 β 波

等各种频率，使人进入幻觉

状态。

目前，此种源于意大利

的“毒品”，主要在韩国互联

网上迅速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