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赵薇 张靖瑜 殷晓蕾 美编/王敏 一读/刘艳君

人文·知识2023年12月25日 星期一 13

图据《都市快报》

“爱早起”基因
或源自尼安德特人

《参考消息》日前刊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
闻网报道《“爱早起”基因或源自尼安德特人》。报道摘要
如下：

美国科学家日前发表在英国《基因组生物学与进化》杂
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从尼安德特人祖先那里继承的遗传
物质可能导致了当今一些人早起的倾向。

研究人员指出，从尼安德特人祖先继承下来的DNA可
能导致某些人成为“晨型人”，即拥有早睡早起的生物钟类
型。这种生物钟能让这部分人感觉更舒服。

虽然现代人类通过古代杂交获得的大部分基因已被进
化“抹掉”，但很小一部分仍留存了下来，这很可能是因为它
们帮助早期现代人类离开非洲移居欧亚大陆时适应了新环
境。现代欧亚大陆人类的祖先大约在 7万年前从非洲迁徙
到欧亚大陆，遇到了尼安德特人，后者已经适应了高纬度地
区寒冷气候的生活。由于不同群体之间的杂交，今天的人

类携带着高达4%的尼安德特人DNA，包括与肤色、头发、脂
肪和免疫力相关的基因。

加利福尼亚大学专家约翰·卡普拉博士解释道：“通过
分析现代人类基因组中保留的尼安德特人的DNA片段，我
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趋势。其中许多片段影响了控制
现代人类生物钟的基因。”

卡普拉及其同事分析了现代人类和尼安德特人的
DNA，发现不同的遗传变异参与了这两个群体的生物钟或
昼夜节律。利用人工智能方法，研究人员重点关注了 28个
有关昼夜节律的基因，其中包含有可能改变古代人类基因
剪接的变体，以及 16个可能在现代人类和尼安德特人之间
存在差异调节的昼夜节律基因。

由于现代欧亚人类的祖先与尼安德特人杂交，一些人
可能从尼安德特人那里获得了昼夜节律变异。

据新华社

有没有注意到，为啥在打哈欠的时
候就听不到别人讲话了？

当外界发出声音时，声音会经过外
耳道，传至鼓膜，引起鼓膜的振动，然后
听小骨将这样的振动信息传至耳蜗，耳
蜗将振动信号转换为大脑可接受的神
经电信号，将其传至大脑。这就是人听
觉形成的机制。

而人在打哈欠时很难听清外界声
音，就是因为鼓膜振动这一个环节出现
了问题。鼓膜将外耳和中耳完全分割
开来，因此鼓膜想要自由地振动，就要
求两侧气压相等，鼓室通过咽鼓管与鼻
咽部相连，从而调节内部气压。

为了保证鼓室内部免于各类鼻咽
部液体的侵扰，人的咽鼓管中会有一
个瓣膜，从而实现液体、气体通过的单
向性。

但这种单向性并不绝对，人在打哈
欠时，由于各类肌肉的联动，瓣膜打开，
气体就可以通过咽鼓管，这时由于人短
时间吸入大量气体，会导致鼓室内的气
压短暂上升，鼓膜就像一个被吹胀了的
气球，便无法自由地振动了，所以造成
人短暂的听觉的下降。

据《山西妇女报》

你说啥？
刚在打哈欠，没听到

经常独处者“容易孤独”的说法，在某种程
度上可能是误解。一项国际新研究显示，适当
独处可有助缓解现代生活的压力，让一些人感
觉更加自由。

这项由英国雷丁大学、荷兰蒂尔堡大学、英
国杜伦大学合作的研究论文，日前发表在英国
《自然》杂志的子刊《科学报告》上。该研究的最
初目的是寻找是否存在一个“临界点”，即每天
独处多长时间可能损害健康。但令研究人员惊
讶的是没有发现这种临界点，该研究显示，如果
人们主动选择独处，可以不感到孤独，并能缓解
自身压力。

这项研究选取 178名年龄在 35岁及以上人
士，要求他们在 3周内坚持写日记，记录每天独

处的时间、应对压力的方法、生活满意程度、生
活自主性和孤独程度。独处的要求是不与他人
面对面接触，也不通过社交媒体或电子邮件等
网络联系方式与他人交谈。

研究结果发现，一天中独处时间越长的
人，认为自己受到压力的程度越低，生活自由
度越高；在研究期间独处时间过长的人，其孤
独感更强，生活满意度也随之下降；但如果独
处是主动选择而不是被迫，这些负面效应会减
轻甚至消失。

研究人员说，这项研究表明独处可以是一
个健康、积极的选择，有意识地利用主动独处带
来的益处，可在紧张现代生活中起到平衡作用。

（据新华社 葛晨）

新研究：适当独处有利于缓解压力

英国研究团队借助人工智能的最新分析发现，每个人舌头表面的乳突都有其独特

性，可作为一种生物识别特征。这一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舌头表面的生物构成

及人类味觉等的差异性。

人类的舌头是一个高度复杂而精巧的器官。舌头表面有很多小的乳突（又称舌乳

头），帮助舌头完成味觉、说话、吞咽等任务。比如，菌状乳突包含味蕾，而丝状乳突与舌

头的纹理和触感有关。此前人们对于菌状乳突的味觉功能研究较多，但对于这两种主

要乳突在个体之间的具体差异却了解较少。

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利兹大学的研究人员日前在英国《科学报告》杂志发表论文

介绍，他们首先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学习从不同舌头的乳突三维显微扫描图像来分析舌

头的生物特征。随后，他们采集了 15个人的舌头硅树脂模型，将 2000多幅不同的单个

乳突的细节图像数据输入人工智能工具加以分析。

借助拓扑学分析，人工智能模型可以判断乳突类型（准确率约为85%），绘制不同类

型乳突在舌头表面的位置地图。研究人员说，他们在数据分析中发现，这15个人的舌头

乳突都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仅凭单一一个乳突就可以大致判断出这来自哪个人，准确

率约为50%。

研究人员称，这次的研究结果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舌头的复杂结构，还可应

用于分辨个人的食物偏好、为特殊需求人士开发个性化的替代食物，以及口腔癌早期

诊断等。 （据新华社 张忠霞）

研究发现舌头也可用于身份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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