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一阵恼人的嗡嗡，把你的好心
情吹得无影踪。

为什么你就随着那嗡嗡，没有说再见
只留下满身红包……

嗡呀嗡呀，不要去得那样匆匆，
请问一问你的芳名。
叮咬你的芳名叫雌蚊。人类的字典

里叫蚊，因雌蚊不仅吸血骚扰，而且已
被人类专家证明以生物性和机械性方式
传播黄热病、疟疾、丝虫病和登革热等
80 多种疾病，成为最重要的医学昆虫类
群。“嗡嗡”是翅的快速扇动引起的。

我有庞大的家族和悠久的历史，迄今
为止全世界已记录3600多种和亚种，已经
在地球上生活了数亿年，在国内较常见的
家族成员有按蚊、库蚊、伊蚊。

按蚊，俗名疟蚊，主要孳生于植物茂
盛、遮荫较好、水质清洁的静水或缓流小
积水或较大积水中，是疟疾的重要媒介，
还传播丝虫病和脑炎，种群数量大，可引
起暴发性流行。

库蚊，被称作“家蚊”，是室内常见的
刺叮吸血蚊虫，主要孳生于中度污染的各
类水、几乎所有淡水包括静止的污水中，
是病毒性脑炎的主要媒介，在热带和亚热
带还传播丝虫病。雌蚊兼吸人畜血液，而
偏吸牛、马、猪、犬等血液。

伊蚊，身上有黑白斑纹，又叫黑斑蚊，
主要孳生在室内及其周围各种小型积水容器
中，或洪水、水坑、盐沼中，是黄热病的重
要媒介，传播登革热、黄热病和病毒性脑
炎。雌蚊一个生殖营养周期中有多重偏吸人
血的习性，增加了传播疾病的机会。

我有“三爱四怕”。

一爱吸血。气温10℃以上时，雌蚊开
始兼吸人和动物的血，吸血后喜欢寻找比较
隐蔽、阴暗、潮湿、避风、通风不良的场所
栖息，比如在室内多栖于蚊帐内、床下、屋
角、柜后、门后、墙缝、墙面及杂物上。

二爱潮暖。雌蚊在人们身边“嗡嗡”
盘旋时，触角上的传感器感知空气中人体
散发出来的化学物质，瞬间作出反应，正
确敏捷地飞到吸血对象那里，依靠近距离
传感器来感应温度、湿度和汗液内所含的
化学成分，专门寻找合乎“口味”的体温
高、爱出汗的人下嘴，将含有抗凝素的唾
液注入皮下与血混合，使血变成不会凝结
的稀薄血浆，然后吐出隔宿未消化的陈
血，吮吸新鲜血液。

三爱出没有常。多数家族成员在清
晨、黄昏或黑夜活动。伊蚊多在白天活
动，屋内墙角、天花板、床底和座椅背后
等是最喜欢躲的地方。

我们结婚大多在清晨或傍晚进行，先
是雄蚊围绕矮树顶、屋檐、窗口或空旷处
成群结队地飞，雌蚊交配讲究效率，看准
机会加入队伍，在飞行中快速完事。

一怕化学防治。人们为了灭绝我们，
想方设法用触杀、熏杀、肠毒、内吸收等途
径的化学药物来毒杀。比如，合成有机杀虫
药用喷雾器、气雾罐等器械滞留喷洒消灭室
内外或蚊虫栖息场所成蚊，药杀孑孓。

人们杀死我们也付出了代价：抗药
性、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容易引起疾
病。但中草药驱蚊包环保、安全、有效。
比如，薄荷12克，金银花、丁香、艾叶、
白芷、藿香、石菖蒲、紫苏叶各10克，将
他们用透气布袋包在一起，虽杀不死我
们，也能让我们立马逃之夭夭。

二怕生物防治。人们在家中养壁虎、
蜻蜓等扑食天敌不现实，利用鱼类来扑食蚊
幼，包括放养食蚊鱼类和施放生物杀虫剂。

人们还通过人工技术手段绝育当爹
的，使其数量超过自然种群。这些爸爸与
自然种群的妈妈结婚，使生下来的孩子不
育而达到减少自然种群数量。

三怕物理防治。对人类无毒无害的就
属物理防制了，如增添防蚊设施蚊帐或纱
窗等，使用灭蚊灯、捕蚊灯、电蚊拍等。

人们还及时清理垃圾，不留死水，翻
盆倒罐清除积水，防止室内阴暗潮湿。人
们还将浓洗衣粉水倒入盆中，利用洗衣粉
香味诱使妈妈在其中生孩子，孩子在强碱
性环境下无法存活。

你们爱吃的调味品，比如大蒜、八角、
茴香等，我们可讨厌那气味了。八角、茴香
各两枚泡于温水脸盆中，用其水洗澡，同时
卧室内盘中放入若干捣烂的大蒜，放置几盒
敞开的清凉油和风油精，摆放一些盛开的茉
莉花、米兰、薄荷或玫瑰等植物，或大蒜适

量生吃，就把我们熏跑了。
傍晚和早晨，我们喜欢趴在纱门和纱

窗上“自投罗网”，让你们有效地人工捕杀。
我们体轻，怕你们每晚睡觉前将吸尘

器对准我们常聚会的床底、屋角等处，跟
龙卷风似地吸入吸尘器内吸走。

我们不爱“送红包”给那些多吃蔬菜
少吃肉、勤洗澡、穿白色等浅色衣服的人。

若被我们叮咬了，你们喜欢用手抓，
其实用盐水或肥皂蘸水涂抹叮咬处，再用
热毛巾敷5分钟，迅速止痒消痛。

四怕综合治理。从医学昆虫及其环境
的整体性观点出发，根据标本兼治、治本
为主的原则，因时因地对我们综合采用有
效的手段，形成一整套防治措施，以达到
除害灭病和减少骚扰的目的。

治理或消除孳生地是防蚊的制本措
施。比如，对稻田型孽生地，宜采用间歇
灌溉、铲除岸边杂草和稻田养鱼；对污水
型草生地，可通过疏通下水道、污水沟、
改阳沟为暗沟并封闭、污水井加盖、填平
污水池等方法；对容器型孳生地则需采用
搞好环境卫生，平洼填坑、堵塞树洞、处
理竹筒、翻缸倒罐及清除废弃器皿、加强
轮胎堆放的管理等措施。

（作者系北京协和医学院比较医学中心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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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 子 的 自 述 ： 我 们 的 怕 和 爱
□□ 杨 师

科普时报讯（记者吴桐）《自然》杂
志近日在线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100
岁以上的人会富集一组独特的肠道菌
群，产生独特的胆汁酸，可以通过抑制
肠道病原体生长而促进长寿。这项研究
比较了日本的百岁老人、年长个体和年
轻人，提出了控制胆汁酸可能具有益
处，有利于健康。

人体肠道中的微生物群落会对健康
产生影响，并随年龄发生变化。

为探索微生物群结构和长寿的潜在
关系，作者本田贤也和同事研究了三组

日本人群：160 名百岁老人 （年龄超过
100 岁），112 名老年人 （年龄在 85—89
岁之间） 和 47 名较年轻的人 （年龄在
21—55 岁之间）。他们发现，有一类肠
道微生物能通过新的生物合成途径，产
生特有的次级胆汁酸。而与老年人和年
轻人相比，百岁老人体内的这类微生物
更加丰富。作者鉴别出了一系列产生这
类胆汁酸的微生物，绘制出了生产石胆
酸 一 种 衍 生 物 （isoalloLCA） 的 途 径 。
isoalloLCA已被证明对多种肠道病原体有
抗菌作用。小鼠实验表明，isoalloLCA能

抑制艰难梭菌生长。这种细菌会导致严
重腹泻，特别是在经过抗生素治疗的人
群身上。

作者认为，这项研究中发现的细菌
株的胆汁酸代谢能力，或可用于控制胆
汁酸以利健康，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验证
胆汁酸和长寿间的关联。

肠 道 微 生 物 代 谢 或 影 响 寿 命

国际前沿

元素家族

镍，元素周期表第28号元素。
公元前 3500 年，叙利亚人在不经意间

将镍元素掺入了青铜。据考证，早在 1800
年前的西汉，我国就已经懂得用镍和铜来制
造“白铜”。

镍的主要用途，是制作各种合金，此
外各种不锈钢也都含有镍元素。电镀镍更
是比电镀锌更有优势，其耐腐蚀性比镀锌
层高 20—25%，优良的抛光性能，使其广
泛应用于光学仪器镀覆、防护装饰性镀
层、铸造结晶器电子元件等。镉—镍电
池、镍—氢电池、镍—锰电池是可充电电
池里的主打产品。近年来发展迅猛的镍氢
电池，其优点是无毒绿色无污染，电池储
量比镍镉电池多 30%，质量轻，寿命长，

缺点是价格贵，比锂电池性能差，主要应
用于移动通讯、笔记本、录像机等，也用
于军工、国防等领域。

在生物领域里，镍与其元素周期表中的
近邻们一样，在生物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
的作用。对于大量微生物而言，镍是不可或
缺的，例如，会引起膀胱感染的某些大肠杆
菌菌株中就具有镍铁氢化酶，其作用就是催
化氢气分子分解为两个质子和两个电子。这
一反应是细胞内产能过程的一部分，还能引
起胃溃疡的幽门螺杆菌，能够在酸性环境下
生存的主要原因就是依赖一种名为脲酶的含
镍蛋白。这种蛋白能将尿素分解为氨和二氧
化碳，从而能中和胃酸。药物学家们正在考
虑，将这些含镍蛋白作为治疗胃溃疡的靶向

药物。
镍的另一个大放异彩的角色是出现在全

球碳循环里。虽然在我们眼中的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和甲烷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成分，但
是在微生物那里它们可都是其能量的主要来
源。科学家们探索出一套由三种含镍酶构成
的碳循环：一氧化碳脱氢酶可以让向光厌氧
菌“吃”掉一氧化碳，从而产生二氧化碳；
乙酰辅酶A合成酶能使某些产乙酸菌的微生
物消耗二氧化碳产生乙酸；而甲基辅酶M还
原酶则能促进产甲烷菌以乙酸为食从而将乙
酸转化为甲烷；最后甲烷通过厌氧降解重新
被转化为二氧化碳，完成一次碳循环。这三
种酶协同作用每年大约可以从环境中吸收
108吨的二氧化碳，并合并成1011吨的乙酸和

109吨的甲烷，其中镍元素与碳原子形成共
价键的能力，是这种反应发生的关键。

2017年10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
癌症研究机构公布致癌物清单，镍化合物在
一类致癌物清单中。金属镍并没有毒，主要
是羰基镍有一定毒性，容易以蒸汽形式迅速
被呼吸道吸收，也能由皮肤少量吸收，从而
出现镍过敏现象，因此经常与镍元素打交道
的人一定要注意做好个人防护。

（作者系武汉市第二十中学化学教师、
武汉市科学家科普团成员）

镍 在 生 物 过 程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 宋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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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赛场上，各国选手英姿飒爽
地展现着力与美。运动员们夺取奖牌
靠的是肌肉运动，肌肉与骨骼构成的
运动系统约占人体体重的60%。当神
经系统发出信号，肌肉就会收缩并带
动骨骼形成各种动作，肌肉收缩还会
对外界物体产生作用力。

肌肉为什么会收缩呢？要解释这
个问题必须从分子水平观察肌肉的结
构。肌肉由肌细胞（也称肌纤维）构
成，每一根肌细胞都像极细的丝线一
样贯穿肌肉。肌细胞由更细的水平排
列的肌原纤维构成，每一根肌原纤维
贯穿肌细胞的全长。肌原纤维由成千
上万个串联在一起的肌节组成，就好
像一列长长的火车由许多个车厢串联
而成，每个肌节是肌肉收缩的最小单
位。

肌节的收缩则是由“肌丝滑行”
来完成的。位于肌节中央的粗肌丝，
好比一队膀大腰圆的拔河选手，而位
于肌节两端的细肌丝好比两队相对瘦
弱的拔河选手。平时，拔河选手们并
不比赛，但是当运动神经元上的电信
号传来，就好比发令枪响，双方进入
比赛状态。电信号会沿着肌细胞膜上
的凹陷传到肌质网，使肌质网上的电
压依赖性钙通道开放，钙离子进入细
胞质，与细肌丝上的肌钙蛋白结合。
接着，细肌丝发生变形，暴露出与粗
肌丝结合的位点，与粗肌丝之间形成

“横桥连接”。粗肌丝通过“横桥连
接”把两边的细肌丝拉向自己的中
央，于是肌节向中线方向收缩，可以
从2.2微米缩短至1.6微米。成千上万
个串联在一起的肌节同时收缩，就会
发生肉眼可见的缩短。由于运动神经
元传来的通常是一连串的电脉冲，肌
肉收缩会维持一段时间，直到电脉冲
停止。电脉冲停止后，粗肌丝和细肌
丝之间的横桥解离，于是肌肉舒张并
恢复至原先的长度。

不仅我们的骨骼肌（附着在骨骼
上的肌肉）是这样收缩的，心肌、平
滑肌 （构成气道、消化道等内脏器
官） 也遵循类似的“肌丝滑行”原
理，通过粗肌丝和细肌丝之间的“拔
河比赛”来完成收缩。心肌和平滑肌
有与其“职责”相对应的特点。比
如：心肌细胞上具有闰盘结构，可以
快速传递电流，使整个心房或心室同
步收缩；平滑肌通过中间丝、致密体
和致密斑形成细胞的结构网架，使其
具有比较大的伸展性；骨骼肌和心
肌、平滑肌共同构成人体的肌肉组
织，执行着各自的生命活动。

我们平时锻炼身体主要是锻炼骨
骼肌，心肌和平滑肌也同时得到锻
炼。肌肉组织忠实遵守“用进废退”
的法则，如果经常锻炼，神经与肌肉
间的信号传递更加通畅，动作更加协
调灵活，并且肌肉力量也会增加。肌肉力量与多种
因素相关，如细胞质内钙浓度的变化、与肌丝滑行
有关的横桥 ATP 酶的活性、肌细胞能量代谢水平、
各种功能蛋白及其亚型的表达水平，以及肌原纤维
是否粗大等。人体通过锻炼，可以使构成粗肌丝和
细肌丝的蛋白质增多、肌原纤维变粗、肌细胞体积
变大；高强度锻炼可能使肌细胞发生分裂，导致肌
细胞数目增加。

如果成年人不经常运动，肌肉会以每年0.25公斤
的速度被脂肪组织替代，40年后就会减少10公斤肌
肉，肌肉力量下降 60%；普通人在 35 岁以后，心、
脑、肺、胃肠、骨骼、神经、内分泌、免疫等功能以
0.75—1%的速度退化，不运动的人的退化速度是经常
运动的人的两倍，45岁时生理年龄便相差10岁。

不运动已经成为全世界引起死亡或残疾的前十
项原因之一，也是各种慢性病和心理障碍的诱因。
锻炼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能公平地给予回报的事，
愿我们持之以恒，让肌肉经常得到运动，投入这场
愈练愈强的“拔河比赛”。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湖北省生理学会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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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洋资源开发速度不断提高，
大量石油的开采、运输及使用，使得海洋石
油污染日益严重。海上溢油事故发生后，及
时对油污进行预警、获取溢油种类及溢油厚
度的精确信息，对制定快速有效的控制措施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为一种主动光学探测技术，激光光谱
技术通过激光入射到有油膜覆盖的海水表
面，在激发油类物质辐射荧光同时，海水水
体会产生拉曼散射光。分析荧光光谱及拉曼
散射光谱信息，不仅能够对水面油污染进行

预警，还能够实现油膜厚度的定量测量。激
光光谱油膜厚度测量技术具有非接触、速度
快、精度高、可识别目标等优点，使该技术
成为目前重要且最有效的水面溢油监测方法
之一。

我本人所带领的科研团队提出了激光荧
光拉曼比值法测量水面油膜厚度的新方法，
是通过对有油膜覆盖的激光激发产生的荧光
强度，与无油膜覆盖的水拉曼信号强度进行
对比分析计算，可在不同距离准确获得水面
油膜厚度数据，并且测量油膜厚度范围大大

增加。现场测试结果表明，我们提出的荧光
拉曼比值法，比传统的拉曼衰减法测量油膜
厚度范围扩大 20 倍以上，可以推广应用于
江河湖水面油膜厚度测量，攻克了国际上水
面油膜厚度快速准确测量的难题，在水质油
污污染检测技术上取得突破。目前，科研
团队已经研制出两款水面油膜厚度测量
仪器，分别是便携式和遥感式两种水质
油污测量仪。便携式仪器测量距离在 100
米以内，遥感式测量距离超过 500 米。

除了将激光技术创新应用于海上油污监

测事业，科研团队还提出了将激光光谱技术
用于水质监测的新方法，根据需要将监测仪
布设在需要进行水质监测的江河湖海、工
业、城市废水排污口等地点，监测包括叶绿
素、浊度、蓝绿藻等水质参数，并可以识别
油污种类及油膜厚度，通过无线传输方式，
将水质参数信息及设备运行状态上报到网络
监控中心服务器，使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PAD、电脑等终端实时查看全国不同监测点
的水质参数，及时获取水质异常的报警信息。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教授）

激 光 技 术 快 速 检 测 水 面 油 污
□□ 田兆硕

2020东京夏季奥运会，堪称有史以来
最特殊的一场奥运会。因为疫情的特殊情
况，观众无法亲身到现场观看比赛，但这
对于此次奥运转播技术来说，既是机遇又
是挑战，给如何满足观众的观看体验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又使各项最新的摄像
技术有了施展的舞台，让我们能够在高科
技的加持下充分享受体育的魅力。

国际奥委会发布官方消息称，本次
东京奥运会在转播技术革新上下足功夫
以弥补观众不能到现场的遗憾，多项最
新影像测算技术在此次转播中得到应
用，努力做到让收看比赛的观众感受到
现场的热烈氛围。比如，通过传感器来
实时体现射箭选手的心跳数，以此来增
加神秘感和赛事的紧迫感；VR （虚拟现
实） 和 AI （人工智能） 技术，来体现短
跑选手的最高速度出现在哪个瞬间；新
技术当中还包括5G通信应用，能将赛事
多机位移动影像瞬时传输并融合，让观
众能够观看多个角度的转播画面和选手
数据，给观众们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

在 8 月 1 日的游泳场馆中，就有一项
令人称道的新技术得到应用：通过实时比

赛画面，泳道上会不时出现这名运动员的
瞬时速度，既包括冲刺阶段的瞬时速度，
也包括他的提速或者减速，这是奥运会转
播历史上首次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归功
于本次游泳比赛转播中采用的一项新技术
——实时测算影像记录。

其实这些数据就来自安装在游泳场
馆屋顶上的4个小摄像头。它们能够像鹰
眼一样捕捉整个泳池的情况，及时记录
运动员在单位时间里水中移动的距离等
数据，并将数据传送到计算机里，通过
软件计算最终成为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
瞬时速度数据。

数据制作公司负责人佐布里斯特介绍
说，这些小摄像机虽然不起眼，却是本届
奥运会的重大创新，用计算机视觉和人工
智能结合来追踪运动员在泳池中的表现，
并转化为直观的数据，比如实时速度、加
速和减速的情况，所有数据都是实时测量
的。这些数据的出现，不仅可以帮助我们
看到一场比赛中不同运动员的不同速度，
有助于我们通过直播第一时间分析运动员
的竞技状态，还可以进行同一运动员不同

场次不同历史时期的横向对比，甚至是男
女运动员之间的跨性别对比。

这让我们想到了 2012 年的伦敦奥运
会，当时中国女子游泳运动员叶诗文，
在 400 米混合泳决赛的最后 100 米逆转拿
下金牌，如果能将她的数据与男子400米
混合泳的金牌获得者美国泳坛名将罗切
特的最后100米冲刺进行横向对比，说不
定叶诗文的冲刺速度还要更快。如果瞬
时分析技术能够应用在当时，观众应该
更能够切身感受到叶诗文令人震撼的绝
地反击。

不仅是游泳赛场，在本次奥运会的田

径等比赛中，我们也看到该项新技术为比
赛带来新的解读。负责该技术的公司承诺
将本届奥运会收集的信息，分享给各国参
赛运动员和教练，以便于他们通过数据分
析调整训练方式，提高技术水平，为观众
带来更精彩的比赛。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科普影视中心
讲师）

科普时报讯（记者李萍） 为
宣传科技冬奥，弘扬奥林匹克精
神，“科技冬奥即时展览”于8月
8日在中国科技馆主展厅开幕。

“科技冬奥即时展览”以第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3届
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为核
心，包括“冬奥·缘起”“冬奥·相
约”“冬奥·陪伴”三部分内容，
通过图文、实物、教育活动相结
合的方式解读冬奥文化。

“冬奥·缘起”版块以时间为线
索，从冬奥历史、文化的角度带领
公众回顾冬奥会的诞生与发展历
程；“冬奥·相约”版块重点向大家
介绍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等相关知识；“冬奥·陪伴”版
块以“冬奥”为主题开展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特色教育活动。

历届奥运会吉祥物、瓷盘、
影像资料等珍贵冬奥藏品也在展
览上与公众见面。

中国科技馆依托所承担的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专
项《冬季体育运动项目知识与技
术推广普及创新平台构建》 课
题，在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
部、首都体育学院的支持下，共
同举办了此次展览。

中国科技馆副馆长庞晓东表
示，中国科技馆作为我国唯一的
国家级科技馆，针对公众不同认
知水平或不同地域范围，开发冬
季体育运动知识与技术的科普资
源，激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冰
雪运动的兴趣，结合创新技术，
构建冬季体育运动知识与技术推
广普及创新平台，借助传播媒介
加大冰雪运动文化推广力度。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副
部长吕钦，为中国科技馆青少年
冬奥教育基地授牌。未来，中国

科技馆将与北京冬奥组委通过合作共建的方
式举办“弘扬冬奥精神，感受冰雪魅力”冬
奥主题系列公益性展览和教育活动，弘扬奥
林匹克精神。

中国科技馆还邀请首都体育学院副院
长、中国首位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谢军，
为大家带来科普讲座 《科技奥运与体育精
神》，深度解读体育竞赛场上的科技研发与
应用，领悟体育精神真谛，享受运动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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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测算影像记录让你身临奥运赛场实时测算影像记录让你身临奥运赛场
□□ 李竞萌李竞萌

在东京奥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雨霏夺得冠军。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开栏的话：人的“三生”即指生命、生存、生活离不开自然。阳光、空气、
水、土壤，每时每刻都与我们的健康有关。在这片园地里，不只是谈及人与自然的
关系，还涉猎博物学，大到宇宙形成、海陆变迁，小到日常生活、平时爱好，在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融中，认知、品读、破译、感受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在
人与自然的对话中，收获那份难能可贵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