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时报讯（记者胡利娟） 华北北
部、西北地区北部、华西、黄淮、江
淮、江南……那些曾让你“迷惑”的地
域术语将不再频繁出现，取而代之的是
简明易懂的“北京西部”“湖北北部”

“江苏南部”等。
长久以来，部分模糊难懂的地理用

语，是公众理解气象预报的一大障碍。例
如江淮地区包含淮河至长江间河南、湖
北、安徽、江苏四省各一部分，具体边界
除非是专业人士，否则很难说清，更不用
说诸如江淮西南部等更精细的定位。

为进一步提高气象服务产品的通俗
性、实用性和服务效果，2021年12月31
日，中国气象局印发《气象地理区划规
范》和《国家级气象服务产品地理用语
业务规定》（以下分别简称 《规范》 和

《规定》），以强化气象服务用语地理区
划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1 月 5 日，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
到，此次调整后，国家级气象服务产品
仅在特定少数情况下才会使用一级区划
（如华北、华东） 和特定区划 （如江
淮、黄淮） 名称，表述地理范围的“主
力军”转为各行各业和社会公众所熟知
的34个省级行政区，如内蒙古西部、广
州中部。如“省级行政区+方位”的方
式仍不能准确描述天气过程涉及区域
时，气象部门还会使用市、县乃至具体
地点等更精细的区划加以表述。

该《规范》根据政府、相关部门和
社会公众通识，以及气象服务长期使用
并广为接受的常用地理用语，结合目前
决策气象服务和公众气象服务文字产品
表述特点，将中国陆地气象地理区划分
为地区区划、特定区域区划和流域区划
三类，并规范了各级区划的名称和所辖
范围。

其中，一级地区区划将中国陆地划
分为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
西南、西北和内蒙古、西藏、新疆等10
个地区；二级地区区划为23个省、5个
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
三级地区区划是按照东西、南北方位，
结合当地通识的区域划分和天气气候特
征，将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划分若
干方位区，如北京的北部、中部、南
部、西部和东部。特定区域区划总计11
个地区，分别为北方、南方、中东部、
东部、长江中下游、青藏高原、华西、
黄淮、江淮、江南和江汉地区。流域区
划将中国河流划分为七大流域，分别为
长江 （含太湖）、黄河、珠江、淮河、
海河、辽河和松花江，各流域区划还有
二级流域，如长江流域分为长江上游、
中游和下游。

根据 《规定》，国家级气象服务产

品地理用语应简洁、全面、概括性强。
如标题一般应使用地区区划中二级和三
级区划名称，如“北京天津河北等地”

“湖北北部和河南南部”，涉及省份较多
可 采 用 简 称 ， 如 “ 京 津 冀 晋 豫 鲁 等
地”；原则上不使用地区区划中一级区
划和 特 定 区 域 区 划 名 称 及 市 、 县 名
称，仅对涉及省份超过7个的使用一级
区划和特定区域区划名称；涉及某流
域或子流域时，应使用流域区划中一
级流域或二级流域名称，如“长江上
中游地区”。正文内容使用地区区划中
二级区划和三级区划名称，仍不能准
确描述涉及区域时，可再结合实际使
用更精细区划，如采用市、县名称；
列举极端天气、极值以及特定区域区
划 的 重 大 突 发 事 件 时 ， 可 以 细 化 到
市 、 县 ， 但 应 在 前 面 加 上 隶 属 的 省
（自治区、直辖市） 名称。

清蒸鲈鱼、油泼扇贝、辣炒蛤蜊
……我们在享用海鲜的时候会忍不住赞
叹：好鲜美呀！但大家是否思考过：海
鲜为什么这么鲜？

鲜味主要来自哪些物质？

呈现鲜味的物质广泛存在于海产品
中，主要是游离氨基酸及其钠盐、核苷
酸及其钠盐，以及有机酸、有机碱、鲜
味肽类等。

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呈味游离氨
基酸是谷氨酸和天冬氨酸。1908年，日

本东京大学化学家池田菊苗从妻子做的
海带汤中尝到了不同寻常的鲜味，历时
半年从海带中提取出谷氨酸钠，美其名
曰“味之素”。这便是我们熟知的味
精。其实早在 1866 年，德国化学家卡
尔·里特豪森在植物蛋白硫酸水解实验
时便发现了谷氨酸，但未发现其作为调
味品的用途。20 世纪 20 年代初，我国
著名爱国实业家吴蕴初也利用植物蛋白
提炼出了谷氨酸，在抵制日货高潮中开
创了国产味精产业。

呈味核苷酸物质是由多种核苷酸的

化合物组成的，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
5'-肌苷酸二钠 （5'-IMP） 和5'-鸟苷酸
二钠 （5'-GMP）。呈味核苷酸和谷氨酸
可起协同作用，显著增强鲜味。

鲜味肽是由生物自身利用氨基酸合
成、或由蛋白酶分解蛋白质得到的具有
鲜味的小分子肽，种类繁多。

有机酸类呈鲜物质主要是琥珀酸
钠，在贝类中含量较高。有机碱类呈鲜
物质主要是甜菜碱和氧化三甲胺。甜菜
碱是甘氨酸的三甲基衍生物，因最初在
甜菜汁液中被检测到而得名，也大量存
在于甲壳类、软体类以及鱼类中，是这
些水产品的主要呈味物质之一。有学者
发现每 100 克虾蛄肌肉中含有 8 毫克甜
菜 碱 ， 高 于 牡 蛎 （100 克 中 有 5.7 毫
克）、鱿鱼（100克有4.1毫克）。

有机碱类物质可与其他类别的呈鲜物
质相互作用，使水产品呈现独特的鲜味。

鲜味是如何被感知到的？

舌是我们最主要的味觉感受器官。
舌表面分布着形状各异的味觉乳突。味
蕾是由多个纺锤形细胞组成的细胞簇，
是人体基本的味觉感受单元，主要分布
在味觉乳突上。味蕾细胞可根据功能与
结构分为5种，其中用于感受鲜味、甜
味的是II型细胞，即鲜味受体细胞，能
够表达产生鲜味受体。目前已研究报道
了8种鲜味受体，它们无一例外地均为
G蛋白偶联受体。

谷氨酸等呈鲜物质与鲜味受体结合
后，鲜味细胞产生味觉信号刺激，通过
分布于舌头上的神经传递至大脑皮层。
目前已知有三级味觉皮层参与了鲜味信
息的传递，依次是初级味觉皮层岛叶
（IC）、 次 级 味 觉 皮 层 眶 额 皮 层
（OFC） 和三级味觉皮层前扣带回皮层
（ACC）。ACC 在整个机制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它不仅能引发人体对鲜味的识
别，而且能调节人的行为、情绪。因
此，我们在食用海鲜时会获得愉悦、满
足感。

我国水产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
首位，但水产加工品占总产量的比值较
低，大量低值水产品及加工脚料被直接
丢弃，造成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近
些年来，科学家将目光转向这些低值产
品，通过浓缩抽提、微生物发酵、蛋白
酶水解等方法研发出了多种富含呈鲜物
质的海鲜调味品，不仅能解决污染与浪
费，还产生了新的经济效益，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中 国 海 洋
大学——中国科
普研究所海洋科
普研究中心和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
海洋科普专业委
员会供稿）（（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海 鲜 为 何 如 此 鲜 美
□□ 张天琦

2021 年 12 月 21 日，首次在意大利
都灵市举办的2021年国际睡莲与荷花竞
赛结果公布。中国花卉协会荷花分会副
会长、南京艺莲苑花卉有限公司董事长
丁跃生选送的荷花新品种“石城菊黄”
获荷花类冠军，中国睡莲产业联盟理事
长李子俊选送的睡莲新品种“咏叹调”
获跨亚属耐寒睡莲类亚军。

本次竞赛共有来自中国、法国、德
国、波兰、泰国等国家的 11 个耐寒睡
莲、9 个跨亚属耐寒睡莲新品种和 4 个
荷花新品种入围参赛。

丁跃生在收集、保存国内外近千个
荷花品种和 200 多个睡莲品种的基础
上，育成300多个极具特色的荷花新品
种。其中“石城菊黄”在2021年上海举
办的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上，获得科
技成果类金奖。据丁跃生介绍，“石城
菊黄”因其培育地点为别称“石头城”

的南京，且该品种花态似菊、花色黄中
带绿，故命此名。“石城菊黄”为中株
型品种，立叶高24—56厘米，适宜盆栽
或塘栽，长江以南地区可露地越冬。在
南京地区，6月下旬始花，群体花期长
约 60 天。每盆着花密度 6—9 朵。花型
碟状，花瓣86—124枚，花径15—18厘
米。

“咏叹调”是李子俊于2017年育成
的睡莲新品种，在2019年全国睡莲新品
种评比中获得总冠军。该品种具有花量
极大、花期长、耐寒性强等特点，在广
东地区可全年有花，而在长江以北种植
也能有将近8个月的群体花期，并能安
全露地越冬。

李子俊从2011年开始睡莲远缘杂交
育种。目前，他已成功育成“月光曲”

“木棉红”两个荷花品种、“咏叹调”
“薄荷氛围”等16个睡莲品种。

我 国 荷 花 睡 莲 新 品 种 获 国 际 大 奖我 国 荷 花 睡 莲 新 品 种 获 国 际 大 奖
□□ 柏柏 斌斌

荷花新品种“石城菊黄”。 （丁跃生供图）

4 自然·生态 编辑/ 胡利娟2022.1.7
科普时报

守望生灵

短尾信天翁的尾部确实比较短，但这并非
是它最为突出的形态特征。作为鹱形目信天翁
科下的一种大型海鸟，其最为突出的形态特征
是体羽白色。由此，它在地球上的14种信天翁
中占了一个唯一，即唯一的白色信天翁。

刚出生时并非白色

短尾信天翁，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
名字海燕，除此又有信天翁、阿房鸟、阿呆
鸟之称。它为单型种，无亚种分化。虽然以
体羽白色著称，但它刚出生时并非白色，而
是暗褐色，到4岁时才可基本变为白色，但仍
有一些暗褐色存在于上体。

短尾信天翁的寿命是40—60年，在4岁
之前，容易与黑脚信天翁相混淆，这是因为
在幼鸟及亚成鸟阶段，短尾信天翁为暗褐
色，与黑脚信天翁的黑褐色非常相近，若从
远处看去便是难以分辨。不过两者也有区
别，主要在于：黑脚信天翁的嘴为黑褐色，
嘴基和眼周白色，体型较小；而短尾信天翁
的嘴为浅粉色，脚偏蓝，嘴基无白色，体型
较大。

短尾信天翁主要分布于北太平洋和亚洲
的西太平洋一带，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山东
烟台、福建沿海、台湾台中、澎湖列岛的钓
鱼台群岛。它们对栖息环境的要求有平日与
繁殖期之分，平日，一般栖息和活动于海
洋、近海岛屿和沿海地带；繁殖期，主要栖
息与偏僻而孤立的海洋中的岛屿上。

短尾信天翁的觅食活动只能在水面进
行，这是因为它既不具备在空中飞翔捕食的
能力，也不具备潜入水下捕食的能力。所
以，活动于海水表层的小型软体动物、鱼类
和其他海洋无脊椎动物就成了它们的主要捕
食对象。其觅食活动昼夜均进行，尤其在繁
殖期间，更是全天进行。

短尾信天翁善长滑翔飞行，通常情况下
它们都是飞翔在海洋上空，栖息时降落海
面，随波浪起伏，优哉游哉的。如若起飞，
需要双翅急剧地拍打水面，才可飞起来。然
而，当繁殖期间在陆地活动时，若起飞，难
度就大了，它们只能爬到悬崖边或是高坡
上，从上往下跳，借势才能成功起飞。

高超技能借风飞行

短尾信天翁最拿手也最喜好的是在海洋
上空自由翱翔。这源于它有一手驾驭长风、
借助风力飞行的高超技能。

众所周知，海洋上气流多变，而短尾信
天翁那长而窄的翅膀，正好适应这种多变的
气流。在空中，它展开双翼，不用扇动就能停留许久，任凭
强风吹送。另外，海洋上的上升气流所产生的动能，尤其是
不稳定的上升气流，是短尾信天翁翱翔的主要动力来源。通
常情况下，短尾信天翁利用顺风和下落飞行来加快速度，当
接近海面时再转方向，趁着与波峰摩擦而减弱的迎风来上升，
飞入天空中，如此反复飞翔。有时候，它在滔天大浪之上，1
小时可横扫60海里，忽而俯冲下来，忽而又冲上云天，在空
中绕的圆圈直径足有1海里。甚至狂风暴雨，也阻挡不住飞
行。由此可见，短尾信天翁正是以风为生的一种鸟类。

“谈情说爱”方式浪漫

每年的10—12月，是短尾信天翁的繁殖期，成年的雌雄
鸟在此期间纷纷飞至海洋中的孤立岛屿上，在这里它们首先
要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其谈情说爱的方式非常浪漫，扇动着
美丽的翅膀翩翩起舞，并伴随着“咯咯”不断的歌声，如
此，通过频频接触，从而达到相互了解与认可，情投意合了
便结成夫妻。

接下来，首先要做的是营巢。巢多置于海岛地面上的凹
地，以枯草、苔藓和泥土为建材而构成，可以多年使用，但
每年繁殖前需要进行修筑，随着每年的修筑使得巢一年比一
年庞大。

鸟巢修筑完成后，雌鸟便开始产卵，产卵的数量只有一
枚，可谓金贵。孵化任务由雌雄亲鸟轮流承担，不管轮到谁
来抱窝，都是将卵放到腹下的“孵化器”里。孵化器是由腹
部的皮肤折叠而成，将卵夹进其中，既稳妥又保暖。经过80
天左右的孵化，幼鸟便如期破壳而出。由于孵化成功率极
高，在一定成度上弥补了短尾信天翁产卵数量少的短板。

对于雏鸟的哺育，也是由夫妻共同来承担。它们在喂食
前都是先将食物吞下去，经过初步消化后，再反刍出来送到
雏鸟嘴里，这样的过程要经过5个月左右。

短尾信天翁繁殖分布区域狭窄，种群数量本来就比较稀
少，加之火山爆发和人类利用、渔业误捕等因素的影响，更
是加剧了种群数量的日趋减少，已被列入世界濒危动物红皮
书和世界濒危鸟类名录，我国也将其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近年来，不少相关国家都在采取保护措施，在中
国、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短尾信天翁已受到法律保护；保
护区的建设和引种项目也初见成效，有望帮助短尾信天翁恢
复种群数量，走出濒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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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在介绍自己的具体工作之前，
先介绍一下我的身份——我是替身。你以为
我是保镖？不，我是人类的替身。

人类替身？听起来像是在说大话吧？但
我还真不是说大话。人吃五谷杂粮，总会有
生病的时候吧？一旦生病就可能需要药物治
疗。哪种药物有效哪种药物无效，总不能直
接拿人试吧？这个时候，人类的替身——医
学实验动物就应运而生了。当然，不是每一
种疾病都能用同一种动物做实验，事实上，
科研人员需要根据试验目的的不同，选择和
人类最接近的动物进行医学实验。对！我就
是一个替人类接受实验的动物替身。

我和我的同伴是一类特殊的动物群体，
都来源于自然界的原种动物，但与原种动物
又有所不同。有时候，科研人员会通过人为

选择、杂交、近交和诱变等遗传方法，改变
我们原有的遗传组成，使我们具有了人类研
究所需要的特征。甚至有时候，科研人员进
行动物培育的过程中，会让我们经历脱胎换
骨的改变，我们的遗传物质经历了重新组
合、纯化和稳定的变化过程。总之，我们是
原种动物经过遗传改良后的产物。

由于我们不单纯是动物爸爸和动物妈妈
交配产生的后代，而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如基
因编辑技术培育的产物，可以说，我们是现
代高科技的产物，是动物爸爸、动物妈妈和
科学家三者的智慧结晶。但相对于原种健康
动物而言，我们却又是不同程度的“病态动
物”。

作为人类医学实验的替身，我们为人类
的健康承受着各种痛苦，有些同伴甚至还为
此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毫不谦虚地说，我
们是“舍己为人”的模范，是医学界的实验

“明星”，是衡量药物价值的“活天平”。
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作用。世界上，

80%以上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成果，
都与我们的付出息息相关。所有人类使用的
疫苗和药物，理论上也都要先在我们身上验

证其疗效和安全性。
在传染病研究和防控方面，我们更是功

不可没。传染病是威胁国家生物安全和人类
健康的头号杀手。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动物模
型平台，可以使人类第一时间研制出模型，
通过我们认识疾病的本质，研发相应的疫苗
和药物，及时对抗传染病，呵护人类健康。

2021年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国家“十三
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就重点展示了近年
来依靠我们实验动物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

比如，新冠病毒如何感染人体？它是通
过什么途径进入细胞内部的？病毒会在体内
哪些器官内复制？人体免疫系统如何对抗这
些入侵者？这些病毒最终会对人体造成哪些
损害？这些病毒又是如何在自然界传播的？
科学家要想研究清楚这一系列问题，就只能
通过我们这些替身代替人类进行医学实验。

比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中国
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团队培育了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高度人源化的
实验动物，在其体内证实了新冠病毒受体，
再现了新冠肺炎病毒 COVID-19 的病原体
感染、复制、宿主免疫和病理过程，率先构

建了受体人源化小鼠和恒河猴模型，被《自
然》杂志评价为国际上最早的新冠肺炎动物
模型，为后续疫苗、药物等研究突破了技术
瓶颈。

此外，研究团队还利用动物模型揭示
了新冠病毒经呼吸道飞沫、密切接触、气
溶胶、粪口、结膜等途径的传播能力，首
创了 COVID-19 药物有效性的动物模型评
价技术，用该模型评价了126种药物，并筛
选出8种有效药物或抗体，传播途径与药筛
结果陆续纳入国家卫健委诊疗方案第二至
第七版，为疫情防控和临床救治提供了实
验依据。

临床上，研发任何一种新药或疫苗，在
进行人体实验前都一定要通过实验动物进行
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研究团队首创了
COVID-19疫苗保护性的动物模型评价技术
并向全球公布，完成了国家部署80%疫苗的
评价，其中 11 种进入临床试验，这其中包
含了第一个进入临床试验和第一个上市的疫
苗。上述成果发表后被《细胞》《自然》《科
学》 等期刊的 200 余篇论文所引用，入选
2020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在使用实验动物方面，国际上总的原
则是“尊重生命，科学、合理、人道地使
用动物”，遵循“3R”原则即替换 （Re-
placement）、 减 少 （Reduction） 和 优 化
（Refinement）。“替换”是指尽量用其他的
方法替代动物实验，或用相对简单的动物
替代复杂的动物，最终理念是避免动物实
验，从根本上解决动物实验带来的福利、
伦理等问题。

“减少”的意思就是减少数量的使用，
通俗地讲，只要能得出结果，说明问题，使
用我们的数量越少越好。

“优化”是在减少、替代的基础上，优
化动物实验的所有环节，特别是动物实验方
案，使动物实验高效准确，达到节省、爱护
动物的目的。

目前，人类尽力提供动物舒适的实验环
境，熟练掌握实验技术，从每个环节上都将
可能的痛苦降到最低，并积极探讨替代方
法，减少或不用动物做意义不大的实验等，
这些都是关护我们的最合适做法。

（作者系北京协和医学院比较医学中心
副研究员）

一 只 实 验 动 物 的 “ 替 身 告 白 ”
□□ 杨 师

世界上80%以上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成果，都与我们的付出息息相关；
所有人类使用的疫苗和药物，都要先在我们身上验证其疗效和安全性——

令人“迷惑”的气象服务地理用语将被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