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天元
区王家坪社区
的李阿姨说，家
人喜欢吃肉，特
别是鲜嫩的牛
蛙，希望能学一
道关于牛蛙的
美食。

“夏日吃牛
蛙，吃饱喝足乐
哈哈。”特级厨
师苏晓明称，本
期教学的菜就
是双味牛蛙，清
蒸、爆炒皆可。

同时，您可
以关注洲晚报
官 方 微 信 (ID:
zzwbzzwb)， 通
过视频观看苏
晓明做菜的全
过程。

互联网助力居家养老

美食菜谱之十三：

双味牛蛙

“未来 20 年，中国在城市地区
居住的人口将达到80%左右。如此
多的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问题无疑变得更加重要。”
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城市可持
续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城市和小城

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说。
论坛上，来自联合国人居署及

20多个国家的政府、智库及企业代
表，围绕“城市变革与发展”的主题
进行了深入交流。

（摘自老年日报）

●主料：
牛蛙6只；

●配料：
鸡蛋（1个），面粉、生粉、辣椒、大

蒜子、葱、姜若干；

●调料：
调和油、盐少许；

●营养：
牛蛙是一种高蛋白质、低脂肪、

胆固醇极低、味道鲜美的食品。中医
认为牛蛙有补气、治脾虚的功效。牛
蛙中含有丰富的钙和磷，有助于青少
年的生长发育和预防更年期骨质疏
松，其次还含有维生素 E 和锌、硒等
微量元素，可以延缓衰老，还能起到
抗癌的效果。消化能力差的人和胃
酸多的人也是可以吃牛蛙的，牛蛙还
可以促进身体气血旺盛，精力充沛，
滋阴壮阳，以及养神安神的功效。

●做法和步骤：
1、将牛蛙用水冲洗干净，清理内

脏、剥皮，再将牛蛙切成两半备用；
2、牛蛙腿混蒜、姜末，加少许盐

上下抖动至均匀，腌制15分钟；然后
上面覆上辣椒，水开后放入牛蛙，大
火蒸 30 分钟，关火后用余温虚蒸 5
分钟，第一味“蒸牛蛙”即好；

3、面粉、生粉鸡蛋调成糊状，将
蛙身放入其中拌匀备用。

4、锅中放油，把蛙身放入锅中炸
成金黄色，捞出沥干；再将切好的辣
椒等佐料入锅炒出香味，倒入牛蛙翻
炒两分钟，加入食盐入味，然后加入
香麻油翻炒出锅，第二味“炒牛蛙”即
成。

●烹饪小技巧：
1、牛蛙挑选时，可以碰一下它的

头，下巴会弯曲勾进来最好，说明很
健康。

2、建议清蒸牛蛙少放点盐，吃的
是原味；

3、无论是清蒸还是爆炒，出锅时
可淋点香油，让味道更香。

（记者 赵帅帅／文 沈三／图）

已经有更多的企业瞄准了“互
联网+居家养老”的市场。

2017 年我国新增老年人口首
次超过 1000 万。预计到 2050 年前
后，中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 4.87 亿
的峰值，占总人口的 34.9%。这意
味着，将近每 3 个人中就有一个超
过 60 岁的老年人。在老龄化程度
日益加剧的环境下，市场投入养老

服务业无疑是一个新的尝试，为养
老服务新模式带来更加积极的探索。

虽然当前中国老年健康服务仍
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但随着近年来
国家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社会资
本进入养老行业的积极性正在逐步
提高，在未来，老年人将有更加多样
而丰富的养老选择。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接单，取餐，送餐……看上去，在广东省广州市工作的外卖小哥蒋
峥每天的工作并无特别之处。但在广州市越秀区老人何婆婆的眼里，
这位朴实热情的送餐小伙子却像是一位最亲近的街坊，平日里大事小
情都可以找他帮忙。从外卖小哥到邻里亲人，这一变化背后体现着一
种新型的“互联网+养老”产业正在逐步兴起。

从去年 9 月开始，网络订餐平
台“饿了么”在广州市越秀区、荔湾
区街道展开试点，推行针对老年人
的订餐服务，为部分无法到社区长
者食堂用餐的老人送餐上门。据统
计，接受服务的老人平均年龄为
78.2 岁，其中 87.7%的老人行动不
便。

在这一服务推广之初，25岁的
蒋峥刚好入职成为了一名外卖送餐
员，便参与到了项目中。据了解，其
他的送餐服务平均用时约为 28 分
钟；而为老人们送餐，平均用时仅为
8 分钟。普通的送餐服务，餐到了

送餐员就会离开，而为老人们送餐，
送餐员在老人家中逗留时间是其他
送餐服务的 12.7 倍。以蒋峥为例，
他除了会风雨无阻地为老人们准时
送午餐，还会进门陪着独居老人唠
唠嗑，为身体不适的老人送上药品，
偶尔碰到老人家中灯泡坏了，他还
会帮老人换上新的。

送餐的同时也送温暖，这就是
老人们和送餐员们感情越来越深的
原因。从去年 9 月初至今，此项订
餐业务增长幅度为286%，越秀区建
设街“互联网+长者配餐服务”更是
荣获了广州街坊点赞榜十佳。

在优质送餐服务的基础上，老
人及其子女们还普遍期待着更多的
养老服务能够互联网化，上门医疗、
推拿护理等上门服务在老年人中也
有着很大需求。在今年7月，“饿了
么”试点推出了“互联网+居家养老
服务”，关注老年用户的健康。

近日，在越秀区居住的张先生
一家就体验了一次该服务。张先生
70 多岁的母亲刚做完手术从医院
回家，恰巧张先生有急事要外出，无
法照顾。于是，他在线下单了居家
照护服务，包含15项基本生活照护

和7项专项生活照护等，服务4个小
时，花费168元。张先生告诉笔者：

“项目中还包括心理沟通、术后陪护
等，非常专业。”

手机下单包括居家照护、住院
陪护、关节康复、偏瘫康复等多个项
目在内的上门服务，价格从 158 到
248元不等。这些服务由专业的第
三方进驻企业来提供。“饿了么”相
关负责人表示，过去上门服务的是
送餐员，今后则可能会是心理专家、
康复专家。

送餐试点受称赞

居家养老有帮手

广阔市场待开发

我国城市人口将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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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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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人
都 是 拍 摄 者
的时代，留给
一张模糊、斑
驳 的 照 片 的
命运，只有删
除 键 。 但 如
果 它 拍 摄 自
一百年前，并
且 被 镜 头 捕
捉 到 的 对 象
是 我 们 再 无
可 能 在 地 球
上 见 到 的 生
物，那它的每
一 个 细 节 都
会 变 得 弥 足
珍贵，动人心
魄 。《消 失 的
动物》收录了
1870 年 到
2004 年 间 拍
摄 的 大 量 难
得 一 见 的 照
片，它们的主
角 都 是 已 经
灭 绝 的 动
物。是的，对
于 物 种 的 加
速灭绝，我们
都 从 文 字 中
读 到 过 相 关
的报道，但照
片 记 录 下 的
真实，有一种
特别的力量。

从曾经在
北 美 大 陆 肆
虐 成 灾 却 又
彻 底 消 失 的
旅鸽，到拥有
美丽羽毛、至
今 仍 有 人 相
信 其 生 活 在
澳 洲 内 陆 的
极乐鹦鹉，再
到 神 秘 的 袋
狼……灭绝动
物 研 究 者 埃
罗尔·富勒收
集 了 几 十 种
物 种 的 最 后
影像，并且为
我 们 讲 述 了
它 们 和 拍 摄
它 们 的 故
事 。 造 成 它
们 灭 绝 的 原
因 各 不 相 同
甚 至 难 以 追
溯，但共同的
是，它们曾经
为了生存努力
进化适应了环
境，却从某一
天开始，已经
适应的一切陆
续失去，它们
只能无能为力
地面对最终的
命运。这是粉
头鸭或白鳍豚
的故事，也是
地球生命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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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之父巴赫死后也有特殊贡献

告诉你曹操长什么样相貌复原

格拉西莫夫让颅骨复原形成理论

3年后的1898年，德国学者卡尔曼和布基在
人的头骨上选取18个观测点，通过解剖45具男
尸和8具女尸测得了面部软组织的厚度。这一
举措为各国的科研人员做出了榜样，各国都用
这种方法来测本国人面部软组织的平均厚度。

虽然德国人在相貌还原方面走了最早的几
步，但是这个领域贡献最大的科学家却是来自
前苏联的 M·M·格拉西莫夫（1907-1970 年）。
格拉西莫夫考虑到苏联的民族众多，测量了全
国范围内不同民族的面部软组织厚度，总结并
提出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格拉西莫夫出
版了专著《从头骨复原面貌的原理》，1950 年还
获得了斯大林奖金。格拉西莫夫还是把颅骨复
原运用到刑侦学中的先驱，是不折不扣的祖师
爷级人物。

格拉西莫夫还成功复原了很多博物馆里古
人类和历史人物的相貌，包括18世纪俄国杰出
的军事天才、有“海军保护神”之称的费多尔·费
多罗维奇·乌沙科夫。格拉西莫夫的复原像做
出以后，见过乌沙科夫的人都说像极了。后来
拍摄电影《海军上将乌沙科夫》时，电影演员的
面部造型，就是参考他做的复原像塑造的。

自19世纪末以来，经过科学家们一代一代的努力，相貌还原这种看似很逆天的技能，有了很大的发展。

1 2 3

(摘自北京日报)

颅骨容貌复原
技术虽然在 20 世纪
90年代才引入中国，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
非常下功夫，做出了
让全世界都刮目相
看的成绩。

颅骨还原容貌
让许多古代名人的
本来面目重见天日，
包括马王堆汉墓的
女尸辛追、魏武帝曹
操、《西游记》作者吴
承恩、乾隆皇帝的妃
子香妃等。虽然达
不到完全符合，不过
80%符合还是可以
做到的。复原之后人们会发现古人大多数的记载还
是非常靠谱的。

被称为“中国刑事相貌学奠基人”的赵成文教
授，参与开发了“警星 cck-3 型人像模拟组合系
统”。该项目获公安部 1999 年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2 年，赵成文教授利用这套软件，复原了一具已
经出土 30 年的女尸——古长沙国丞相夫人辛追。
这具出土于长沙市浏阳河旁马王堆1号墓的女尸，
生前是西汉诸侯国长沙国的丞相利苍的夫人，生于
公元前236年，死于公元前186年，享年50岁。虽然
在出土时，辛追的遗体已经放了 2100 年，可是皮肤
尚有弹性，手指和脚趾的纹路清晰，甚至部分关节还
能活动，简直是防腐工程的奇迹，是当之无愧的世上
保存最完整的古尸。

在复原辛追面相的过程中，赵成文教授没有拘
泥于本门派的技术，巧妙地利用了美术学中的“三庭
五眼”理论，简而言之，“三庭”就是指“发际线到额头

的距离”=“额头到鼻
底部的距离”=“鼻底
部到下巴的距离”，

“五眼”就是指脸宽是
眼睛长度的五倍。这
是一般正常人脸的比
例。在将辛追颅骨的
X光片扫描进电脑中
之后，赵教授发挥美
术功底，在上面画出
眼内侧线、眼外侧线、
鼻翼线、鼻底线、发际
线、眉弓线、口裂线和
下颚线、中心线等主
要特征线。根据他的
理论，只要确定了这
九条线，基本上就可

以确定五官的位置长度、宽度和大小，面部基本成
型。再根据相关的文献资料、尸体照片、解剖学结构
理论和多年积累的经验，最终确定了辛追的面部特
征：杏核眼、双眼皮、小尖鼻、薄嘴唇、狐尾眉和肥耳
垂。再从资料库中选出合适的五官进行拼接，辛追
的容貌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电脑的“脑补”能力非常强大，甚至当尸骨找不
到时，利用照片或画像也能实现复原。中国第一位
用计算机复原相貌的皇帝是康熙帝玄烨，就是通过
特殊软件扫描他50岁时的画像还原出来的。

有些古人的头骨复原还会寻找其后代，通过
DNA来分析其可能的相貌。比如在曹操复原过程
中，寻找了7支曹操的后人作为比对，不过曹操活着
的时候就有25个儿子和至少6个女儿，由至少13名
妻妾生育，以曹操的身份恐怕不会找丑女为妻，这些
孩子之间的相貌已经和不算好看的曹操相差很大
了。再过2000年，后代的相似度还有多高呢？这只
能是个“仅供参考”的线索。

雕塑还原和计算机还原使用最广泛

现在国际上通用的复原相貌的技术主要有四
大方面：绘画、雕塑、计算机还原以及口述相貌。很
多古人在历史书上有相关的容貌记载，可以作为一
定的参考。但绘画常常有失偏颇，目前，最靠谱的
做法还是雕塑法和计算机还原。

雕塑还原法所用到的常用雕塑手法包括泥塑、
石膏像、蜡像等。早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泥塑
法还原颅骨相貌就逐步替代了其他雕塑。这种技
能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门艺术，公安机关中很多复
原专家甚至是雕塑专业的硕士博士。

过去用泥塑来还原生前的相貌，可能需要一两
个星期，且每次重塑泥像还不可能完全一样；而用
计算机还原，只需要输入头骨的相关数据，就能分
析出性别、年龄、形态特征等，有时候一个小时就能
重塑生前的相貌。软件还可以给复原的图加上合
适的纹理、表情和毛发等，让复原图更加栩栩如生。

在颅骨不完整的情况下，现代的颅骨复原专家
依旧可以完成相貌还原的任务，如河北遵化清东陵
的香妃墓就被人破坏过，只剩下缺损变形的头骨和
近一米长的花白辫子。不过这也难不倒我们的复
原专家：因为颅骨的形状基本对称，有一半左右的
颅骨就能推测出另一半来。

中国古人都长什么样？

中国故事

▲曹操复原像 ▲辛追夫人复原像

▲巴赫雕像
▶巴赫复原像

通过颅骨还原人的相貌，这种看似很新
奇的技能早在19世纪末就提出设想并进行了
实践。1877 年，德国一位不太出名的解剖学
家沙夫哈森最早提出了根据头骨来还原生前
容貌的想法。他认为，只要知道头部各处的
软组织厚度，就可以推测出头骨所有者生前
的容貌。可是这位老师竟然没有实际操作一
番，直到6年后的1883年，德国的另一名学者
威尔克才对13具男尸的头面部软组织进行了
厚度测量。

真正让颅骨还原技术大显身手的，是西
方近代音乐之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迁
墓一事。巴赫是德国人，仙逝于1750年，他活
着的时候知名度并不高，可是死后一百年左
右又被大伙儿捧上神坛，成为音乐史上最重
要的人物之一。到了1895年，德国莱比锡的
圣约翰大教堂要翻修，教堂附近的墓地也要
扩建，巴赫的坟墓要迁移，这时候大家才发现
巴赫坟墓的具体位置已经无法辨认。人们费
了很大力气，才找到一具貌似巴赫的老年男
性尸骨。

教区长特兰泽尔博士请来了瑞士的解剖
学专家维尔黑姆·希斯（Wilhelm His）来帮助
判定。维尔黑姆·希斯使用威尔克的方法，选
取了 24 具自杀男子的尸体，甚至还测了 4 具
女性的尸体，对其面部15个定位点的皮肉厚
度进行测量之后，得到了一些平均数据。然
后他把数据和疑似的巴赫头骨交给了一个名
叫卡尔·塞弗内的雕刻家。虽然并未被告知
这颗头骨的疑似身份，可是雕刻家根据这个
头骨和数据塑造出的雕像，还是和巴赫生前
的画像十分接近（幸亏欧洲油画是十分写实
的），所以维尔黑姆·希斯断定这个尸骨就是
巴赫本人。

现在看来，维尔黑姆·希斯的方法并非没
有漏洞，巴赫的子女众多，家族还有其他不少
成员，应该调查他们是否也埋在这块墓地，还
应该判断棺材和其他陪葬衣物的年代是否符
合。

维尔黑姆·希斯通过头骨复原了巴赫的
相貌，并以此写了篇论文发表。这在当时绝
对是一个轰动性的新闻，以至于几乎所有人
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拿它“刷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