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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业软件
鉴别假唱靠谱吗?

丁崝
近日，关于“某乐队演唱会假唱”的新闻

频繁登上热搜，有视频博主通过使用专业软
件来鉴定该乐队歌手是否假唱。那么这种方
式真的靠谱吗？

先说结论：从技术上说，鉴定假唱的方
法有很多，通常是把人声提取，然后进行音
准对比，看频谱特征等，主要思路总结起来
就一句话：太过完美，多半假唱。

因为即便专业音乐人，在演唱会这种复
杂环境下，也很可能出现音准、节奏方面的
偏差，尤其是连续开多场的情况下。如果一
段演唱会现场录音，音非常准，节奏完美，就
很可能是假唱。

为此，有人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找
个小朋友唱了两句歌，然后使用专门的修音
软件做点修饰，简单调整了一下音高。

听众听后发现，原声能听出来明显的瑕
疵，但调整后瑕疵没有了。也就是说，如果歌
手在演唱会播放 CD 对口型，用清晰的现场
录音，是能够分辨出来是不是假唱的。

当然，实际情况往往比这个复杂，因为
有些歌手会真唱的同时关小麦克风音量并
播放录音，或者只在高音上不去的那句假唱
对口型，还可能播放过去状态良好时演唱会
的录音或是彩排时候的录音而不是 CD 上
的“完美”录音，现场还可能会使用声卡自动
校准声音等等，这些情况就不容易通过上述
方法判断了。

还有演唱会真唱，但重播的时候修了
音，这样声音听起来很完美，但不算是假唱。

总之，假唱违反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
例》，属违法行为，要受到处罚。而另一方面，
歌迷能宽容歌手发挥不完美，但不该被糊
弄。

（来源于“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

想要避免吃胖，有一个“秘诀”：吃饭时一定要细嚼
慢咽。

有大量研究证明，对于健康人来说，吃得快更容易
超重。例如有研究者曾对 500多名男性进行了为期 8年
的跟踪调查，发现其中吃饭最快的那些人，体重平均增
加了 3.8 斤，而吃饭速度中等或较慢的人，体重仅增加
了 1.4斤。

细嚼慢咽可以避免吃得过量，众所周知的一种解
释是：胃会向大脑传递“吃饱了”的信号，细嚼慢咽才能
让大脑及时对饱腹感信号做出反应；而如果吃得太快，
大脑来不及对此做出反应，导致继续吃吃吃，意识到吃
饱时，实际上早已经吃撑，摄入的热量大大超过了所

需。

让你停止吃的信号不仅来自胃
然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科学家最近首次利

用前沿的神经记录技术在清醒的小鼠身上对这种说法
进行了直接检验，却出乎意料地发现，真相不完全是这
样：实际上，让大脑停止吃的信号不仅来自胃，在细嚼
慢咽的过程中，大脑能根据来自口腔和舌尖的信号让
我们停止进食。他们的研究结果刚刚发表在顶尖学术
期刊《自然》上。

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解释，从神经系统的角度来说，
停止进食的行为由专门的神经回路控制，大脑将进食
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感觉信号——来自嗅觉、味觉、胃肠
道的拉伸感、对营养物质的感知等，经过整合，转变为
动态的行为控制。

在这个过程中，位于脑干的孤束核是大脑感知与
整合进食相关信号的第一站，对于我们产生饱腹感至
关重要。支配胃肠道并检测胃肠道拉伸的迷走神经就
是将信号直接传到这里，激活相关神经细胞。

但过去由于技术所限，科学家们只能在麻醉动物
或大脑切片中观察这些神经细胞，无法在动物清醒时
直接记录这些细胞的活动变化，因此也就很难知道在
进食期间大脑如何基于感觉和运动的反馈处理饱腹感

信号，以及胃肠道以外的其他类型的进食信号对动物

的食欲有什么影响。

味觉是避免吃太快、吃过多的第一道防线
此次的新研究中，Zachary Knight 教授领衔的团

队开发了一种新技术，首次实现了在小鼠清醒活跃的
时候对其孤束核的不同类型神经元进行成像和记录。

他们观察到，当把流质营养液直接送入小鼠的胃
里，孤束核中有一类 PRLH 神经元（催乳素释放激素）
会在数十分钟内被来自消化道的营养信号持续激活，
这与传统观点以及先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然而当研究人员让小鼠像平常一样吃吃喝喝时，
却发现来自肠道的信号没有出现，PRLH 神经换了一
种新的活动模式：完全受口腔信号控制，与吃了多久、
食物的味道相关。小鼠刚开始舔食营养液或高脂肪食
物，PRLH 神经元在几秒内就被快速激活；一旦停止舔
食，神经活动也快速停止。

实验中，研究人员还使用激光人工激活小鼠的
PRLH 神经元，发现这可以让它们降低进食速度。但如
果 事 先 让 这 些 小 鼠 失 去 感 受 甜 味 等 味 觉 的 能 力 ，
PRLH 神经元则无法在进食过程中被激活。这些结果
表明，PRLH 神经元放慢动物的进食速度需要被食物
的味道所激活。

用研究人员的话说，大脑利用味觉同时做出了两
种判断，一种在说“好吃就多吃点”，另一种则在说“慢
点吃，不能吃太快”。换句话说，味觉是避免吃得太快、
吃得过多的第一道防线，细嚼慢咽才能充分发挥这道
防线的作用。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观察了孤束核中的另一组
CGC 神经元，发现它们只对来自胃肠道的信号做出反
应，但这些细胞的反应要慢得多，作用时间也长得多，
能在更长的时间内抑制饥饿感。

综合起来，脑干中的这两组神经元控制着我们吃
得多快、吃了多少，最终让我们感觉到不饿了、吃饱了。

（来源于“领研网”）

脊髓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连接着大脑和周围神经，
并且能支配全身各种运动功能。而
运动神经元是运动调节的主要执行
者，可以通过支配全身的骨骼肌实
现对机体运动行为的控制。这些神
经元的作用关键，却又数量稀少，仅
占脊髓全部细胞的 0.3%至 0.4%。

除了调节肢体运动，运动神经
元还能通过植物神经系统协同控制
机体的呼吸、心跳、摄食和排泄等一
系列基本生命活动。由此可见，脊髓
是人体运动及基本脏器自主活动的

“指挥部”。脊髓的老化可能导致多
器官系统功能障碍，引发行动不便、
心律失常、血压失调、胸闷气短等问
题，是老年人多种慢病共存的重要
诱因之一。

尽管脊髓对人体的各种生命活
动至关重要，但我们对于脊髓衰老
的机制仍知之甚少。哪些生物标志
物能够指征脊髓衰老？脊髓衰老的
驱动力是什么？能否开发出干预脊
髓衰老的手段？一系列关键科学问
题亟待解答。

2023年 10月 31日，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刘光慧课题组、曲静课
题组联合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
究所张维绮课题组合作在《自然》发
表的论文让我们对脊髓的认知有了
全新突破。

研究历时7年
该研究历时 7 年，在年老灵长

类动物脊髓中发现了一群全新的神
经细胞——CHIT1 阳性小胶质细
胞，这类细胞会驱动运动神经元衰
老，而补充维生素 C 可抑制脊髓运
动神经元的衰老和退行。

作者选取了食蟹猴作为研究模
型，他们首先通过人工智能辅助的
方式，发现年老猴的运动能力与年
轻个体相比显著降低，这一点也符
合我们日常所见到现象，即老年人
运动能力比年轻人更弱。

而老年个体运动能力下降，问
题还是与神经系统退化有关。新研
究发现，运动神经元是脊髓中对衰
老最为敏感的细胞类型，随着年龄

增长，运动神经元中与衰老相关的
标志物水平有着明显上升，此外神
经元的功能也产生退化。

而驱动运动神经元衰老的罪魁
祸首，就是 AIMoN-CPM 细胞，这
些细胞会在老年猴和老年人的脊髓
中特异性积累。实际上，AIMoN-
CPM 非常倾向于聚集在衰老的运
动神经元周围，并且会分泌一种蛋
白来激活运动神经元中的信号，进
而驱动后者的衰老和退行。

维生素C能有效抑制
运动神经元衰老

研究还发现，CHIT1 含量在老
年人和猴的脑脊液和血清中均显著
升高，这也提示 CHIT1 可以用来帮
助判断灵长类动物的脊髓年龄。如
果直接将 CHIT1 注射到猴的脑脊
液中，研究者还可以触发脊髓运动
神经元衰老及轴突传导功能障碍，
进而损伤机体运动能力 。而针对
CHIT1 的中和抗体可以有效阻断
老年脑脊液的促神经元衰老活性，
显示出 CHIT1 作为靶点应用于延
缓运动神经元衰老的潜力。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人员通过
药物筛选发现，维生素 C 能有效抑
制 CHIT1 诱导的运动神经元衰老。
食蟹猴的实验表明，维生素 C 口服
用药 3 年，可以明显改善老年食蟹
猴脊髓运动神经元的衰老表型。

综上，该研究首次系统刻画了
灵长类脊髓衰老的表型、病理及细
胞分子特征，并揭示了一种可促进
运动神经元衰老的新型小胶质细胞
AIMoN-CPM。CHIT1 不仅介导了
AIMoN-CPM 对运动神经元的毒
性作用，而且可以作为一种度量人
类脊髓衰老程度的体液标志物。

目 前 ，科 学 界 认 为 ，AIMoN-
CPM 和 CHIT1 的发现，为理解脊
髓衰老及老年群体多种慢病共存打
开 了 新 方 向 ，以 AIMoN-CPM 和
CHIT1 为靶标，或可为延缓人类脊
髓衰老、实现老年共病的积极防控
带来新的希望。

（来源于《学术经纬》）

■原载于《攸河文韵》）

渌田擂菜
蔡坚定

渌田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渌田在语音语调、生活习俗，
文化性格等方面与攸县大部分地区都有较大不同，曾被称
为攸县的“少数民族”。

渌田擂菜是一道很特别的菜，制作工具主要是擂钵和
擂棒，渌田人习惯叫做抖钵和抖槌，将擂菜称作抖菜。擂钵
为陶器，多黑褐色，内侧刻有清晰凹槽，擂棒为木器，短小结
实光滑美观，底面中间部分微凸。从前渌田人喜欢吃捞米
饭，一小部分做粥，其余部分做饭，蒸饭的时候，顺便也将辣
椒等敷在上面蒸，蒸好的辣椒，饱满有香气。在擂钵里放好
一些佐料，有的须先揉碎，待饭熟之后，揭开锅盖，用筷子将
蒸熟的辣椒等夹入擂钵里，一手扶住擂钵、一手抓着擂棒轻
柔的擂，擂好的辣椒，细腻有粘性。最后加入适量调味品，配
料配色，搅拌均匀，拌好的辣椒，如绸缎般有光泽，一道色香
味俱全的渌田擂辣椒就做好了。在渌田不只是擂辣椒，而且
茄子、苦瓜、丝瓜、豆荚等时新蔬菜都可以和辣椒混在一起
蒸，一起擂，还可以加点别的菜，如皮蛋、蒜子、豆豉等，更是
别有风味。当然，辣椒等食材除了在饭上蒸熟，也可以在铁
锅里炒熟，或用水煮，或用火煨，各地有所不同，各有匠心。
渌田擂菜油嫩有辣味，色泽青绿自然，原汁原味，家的味道，
加之古雅简朴的擂钵，真是赏心悦目，回味无穷！

渌田擂菜，是渌田蔡氏人的家常菜，也是渌田蔡氏人特
色菜。渌田是攸县蔡氏的聚居地。渌田擂菜是怎么来的？回
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渌田蔡氏先人，据渌田蔡氏家谱记
载，渌田蔡氏是由河南上蔡县迁徙而来的，渌田蔡氏尊宋朝
的蔡吉为开基祖，元末明初的蔡朝端为一世祖，蔡朝端曾在
安仁县做官，最后安葬在渌田五丰村凤形山上。渌田镇与安
仁县相邻，安仁益相里也是渌田蔡氏先人生活过的地方。那
么渌田擂菜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近年来据中原考古发现，河
南省煤山遗址发掘出来的擂钵擂棒，与今天渌田人使用的
擂钵擂棒惊人相似，因此我们认为，渌田擂菜是渌田蔡氏祖
先从河南直接携带过的传统手艺。

渌田擂菜的制作工具便于携带且结实耐用，制作材料
是家常蔬菜，可就地取材，制作工艺简单实用，又能包容多
样。渌田擂菜像极了渌田人的性格，是渌田人的文化符号。
渌田人简朴，不重粉饰，为人真诚，心胸坦荡，乐于助人，渌
田人热情好客，平常爱用渌田水酒招待客人，渌田水酒又称
渌田米酒，也是家家会做，可口香甜。渌田人重道、务本，耕
读为本，忠孝传家，重视读书，崇尚文化教育，是湖湘望族、
科第世家。家谱记载，一世祖蔡朝端写下《勉学》诗“古云世
上无难事，肯信心坚石也穿”，勉励蔡氏后人读书。渌田出现
了很多文化名人，如蔡槐庭、蔡仪。渌田人敢闯，敢拼，做事
霸得蛮，敢于挑战，辣椒越辣越刺激，渌田涌现的大批挖机
老板，当年正是从逆境中硬闯出来的。渌田人崇德，做人要
清清白白，像干净的食材一般，坚守节操，反对机巧，渌田人
语音大大咧咧，内心却包容万物，海纳百川。渌田擂菜与渌
田人水乳交融，相辅相成，一道菜成就一群人，一群人成就
一道菜，是传统经典，是人文精神，是一脉相承。

今年的秋天，我捡了好些板栗。
板栗之于我，是八月桂花和秋风落

叶般的标志性存在，也是如同丰子恺父
亲秋日里吃螃蟹般的存在，是人生在秋
日里不可或缺的。

我爱吃板栗大约是从四五岁起。也
是这样稻田空荡荡的只剩下稻茬的季
节，妈妈在江边的地里干着活，家里的
牛在稻田闲散踱步。初生娃娃不怕牛，
玩腻了稻草堆的我揪起了牛尾巴。突
然，这头牛就调转头准备拿角顶我。

我吓得哇哇大哭，妈妈赶来喝住了
牛。一边抱着我，一边从兜里拿出板栗
哄我。

“这是什么，怎么这么好吃呀？”我
猜想那时的我一定是泪水仍挂于睫，转
眼就对美食大流口水。

这褐色的，粉粉的，糯糯的，甘甜的
果实就是板栗。我喜欢把板栗壳咬开口
子，露出里面的肉来，然后用舌头濡湿
那团粉糯糯的板栗肉，瞬间，整个口腔
里溢满了甘甜粉液，吞到肚里是一种深
深的满足。就这么三舔两舔的，一个板
栗在嘴里就只剩了空壳，“噗”的一下吐
出来，又重新拿起一颗。如此这般，不大
会儿功夫，半斤八两的板栗便会风卷残
云消失不见。

我家屋场不远处有户人家，有一棵
板栗树，高高大大的，应该是有些年头。
每到板栗成熟季节，那家大人就拿着根
长长的竹竿，一顿扑打。这个时候，我们
小孩子是要被叫回家的。我妈说，一来
怕被打下来的板栗球砸到，二来不许我
们养成引颈而望的贪习。

那户人家的板栗种在圳边。秋天的
圳里一般都已干涸。有些漏网之栗没让
主人一网打尽，我们这些小不点儿就不
时留连在圳里。一阵风儿吹过，扑通一
声，就有板栗砸下来。我们如获至宝，喜
悦在心里崩开了花。

今年，与驴友们在菜花坪拣过板
栗，那儿的板栗树，矮矮胖胖，不是年少
时印象里的板栗树那个玉树临风的模
样。结出来的果实很大一颗，但味道却
总不是那般香甜。

我家的后院边上，有邻家的一株板

栗树，高大的树
干都快长到我
家瓦上来了。大
约是前年的五
一时节，我在露
台上突然闻到
一阵花香，那是
一种类似于米兰的雅气。喔，我竟不曾
知道板栗树居然还能开出这么好闻的
花儿，我竟从不知道我吃了好几十年的
板栗居然是那么好闻的花儿谢了之后
结出的果实。

这株板栗树从九月份以来就数次
在我家后院抛下橄榄枝，每隔几天，地
上就有十来个大大小小的板栗球。虽是
瓜田李下，但邻居常年在外，不能暴殄
天物了。只是，每被板栗针扎得嗷嗷叫
之时，我一定要种棵板栗树的心意就渐
渐塌方崩裂。

剥下来的板栗放置了几日，闲的时
候剥几粒。大约是邻家无人管顾打理的
原因吧，好些板栗被虫子早早光顾过，
十粒竟有七八粒坏了，倒是偶尔的一两
粒尝过了味道之后，竟可以生生抵消那
七八粒的遗憾，那真的是野生的纯有机
食品该有的原生态的味道。

今夜，我与先生再提种板栗树，
他却以儿子的话驳我：“世间好物何其
多，怎么可能都拥有？”冷静下来细
想，也是，种一棵板栗树虽是简单，
要打理好却也非易事。浇
水治虫，落叶清扫，果实
采摘，均是要付出劳力心
力的，而我们一年不过取
食数斤而已。

人为物累，心为形役，
这终归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只想与江上清风共山间
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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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重磅：
中国科学家破解脊髓衰老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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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凤岭文学》)

捡板栗
之墨赏珠帘瀑布

一丁

夏日，到炎陵避暑，必到神农
谷；到了神农谷，必到珠帘瀑布，
不然一定会留下遗憾。第一次看珠
帘瀑布，它便烙印在了我心里。

山外是炎天暑日，而山中，却
是清风拂面，沁人心脾。我们顺着
湿润的环山石径徐行，来到一座小
石桥，一阵欢快的人声传来，接
着，一番别有洞天的景致便展现在
我们眼前：起伏的群山环抱，圈出
一幅灵动的山水画，小桥流水，山
林苍翠。正前方，蓝天白云之下，
一道银色的瀑布如同一群白马，从
几十米高的层峦叠嶂间奔涌而下，
给山林披上了一袭华美的锦缎。如
同诗人笔下那纵横的思绪，肆意挥
洒。踏着光滑湿润的垫脚石慢慢靠
近，但见山顶烟气氤氲，雾霭弥
漫，阳光投射下来，充满了神秘的
仙境般的氛围。瀑布发端处，悬崖
峭壁，怪石嶙峋，壁立千仞，如展
翅高飞的雄鹰，让人不得不佩服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两边山峦如同陪
侍的宫女，中间簇拥出一位迷人的
仙女，头顶干净的蓝天白云，以苍
翠欲滴的树木为头饰，带着灿烂的
笑容。

在瀑布飞流之间，偶尔可窥见
洁白水幕下露出的光洁山体，如同
仙女若隐若现的肌肤，在阳光的映
衬下，瀑布仿佛银链当空，在阳光
折射中变幻出五彩的光芒，落潭之
时，溅起一片片飞花碎玉，潭水又
顺势而下，白花花地流淌，仿佛满
地碎银，这正是：飞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瀑布入潭之

处，遮挡着一个深不可测的洞穴，
酷似 《西游记》 中的水帘洞。沿着
山林往下走，瀑布落入潺潺溪水，
溪水清澈见底，让人恨不得躺进去
清凉一下。

山中随处可见的孩童，像水帘
洞里的小猴子那般快活。他们天真
无邪地玩闹，拿着小网兜，试图兜
起在溪水中游弋的小鱼，即使一无
所获，也不妨碍他们发出阵阵银铃
般的笑声。因为他们喜欢的是那种
看到小鱼儿的开心，以及在清澈的
溪水中嬉戏的过程。这样的快乐平
时在城市里并不常有，因为神农谷
空气质量太好了，加上山水的优美
与阳光的灿烂，使人心花怒放。和
着溪水的浅吟低唱，以瀑布那响亮
的降落声为主旋律，加上游人的嬉
笑言谈，以及清脆的鸟鸣欢歌，构
成了一部丰富优美的交响乐。在大
自然的馈赠里，一种奇妙的喜悦冲
击人们的情感，大家忘记了世事的
烦扰，忘记了年龄和身份，吸取着
天地的精华，感悟着内心的充盈，
与恬静温柔的山水对话，享受着一
场心灵深处的洗涤。我卷起裤管，
将脚泡在水里，与水亲密接触之
时，凉意通过脚尖直达心里，瞬间
感到通体舒畅。

大自然钟灵毓秀，时间如瀑布
流水周而复始，置身此景，我不由
感 叹 ： 之 前
在 山 外 的 一
己 之 私 烦 恼
纷 扰 ， 何 其
渺小和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