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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人新知会晚

2020年底，《自然》杂志
公布了部分年度精选科学
图片。

2020 年的确是特殊的
一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将
相关科研推向了前沿，这一
年也产生了许多与病毒无
关的科研成果，从极薄的太
阳能电池到基因编辑透明
鱿鱼，等等。通过这些图
片，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感受
到人类科技的进步，也能更
多地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
个世界。

在此仅选取其中的部分
分享。（CC）

美国艺术家鲁比·西尔维厄
斯将她的水彩画画在了用过的
茶包上，并为之命名为“再生画
布”系列。最近她不仅推出了一
本《再生画布》的画册，还计划在
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地进行巡回
展示。

她的灵感最初只是来源于
看到干掉的用过的茶包上，茶
渍留下非常柔和的痕迹，有些
类似中国水墨画的晕染效果。
于是她便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特

色创作。有时她只是去掉里面
的茶渣就开始画，有时她还会
将茶包裁开，重新设计画面。
她所选的绘画题材也都是一些
日常的生活场景，描绘出一些
安静、不起眼的时刻。比如在
雪地里跋涉的旅人、在泳池里
游泳的女人等。

艺术家的这种另类创作不
仅带给我们有关环保的启示，也
提醒我们美好随处可见。
（文/BOBO 图/画家官网共享）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
研究所研究员焦雨铃团队及合
作者最近发表文章，首次提出了
解释叶片起源的“应力反馈学
说”。这一理论或许可以说明为
什么叶子都是扁平状的。

相关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
于专业期刊《植物科学趋势》。

扁平叶片为光合
作用进化而来

植 物 的 叶 子 可 谓 千 姿 百
态。但你可知道，根据相关化石
资料显示，陆生植物最早其实并
没有叶片。这种出现于大约 4.2
亿年前的志留纪晚期的陆生植
物，被统称为裸蕨，大小类似于
现在的苔藓，它只有不断生长的
分枝，光合作用也是通过嫩枝来
完成的。

真正有能称得上有“叶片”
的植物，其实出现在距今 4 亿
年-3.6 亿年的泥盆纪晚期。这
时的陆生植物已慢慢长成数米
高 ，这 才 开 始 从 枝 条 进 化 出

“叶片”。
植物学家认为，这些叶片

之所以会慢慢由枝条变成扁平
状的样子，可能是因为随着地
球环境的变迁，以及植物出现
气孔等结构等原因，扁平叶片
会有更好的适应性，因此才被
选择并保留。

扁平化叶片的出现可谓是
进化史的一个重要事件。早期
植物刚刚登陆时，地球大气中二
氧化碳浓度远高于现在，因此光
合作用效率高，植物光合作用对
叶片面积需求不大，如果这时候
植物出现扁平叶片，可能反而会
因为受热面积大而导致灼伤；但
随着植物和藻类的繁衍，大气中
二氧化碳浓度下降、氧气浓度升
高，降低了光合速率和散热速
度，植物长出扁平叶片，可以增
大光合作用面积。

研究人员称：“叶片的出现
可能改变了地球生态系统，也为
其他物种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提出“应力反馈学说”

树枝为何要进化出叶片的
道理似乎说通了，但作为植物本
身，是什么原因刺激原本成辐射
状生长的棍状枝条逐渐“蹼化”，
最终呈现出各种对称生长的扁
平状的呢？

根据挖掘到的植物化石，又

在原始陆生植物的“二叉分歧系
统”模式启发下，德国植物学家
W. 齐默尔曼和法国植物学家 O.
利尼埃于 1930 年在《植物的系
统演化》一书中提出一种“顶枝
学说”，来解释这种现象，并被普
遍采纳。

所谓“二叉分歧”就是指一个
顶端一分为二，而“顶枝学说”由
此假设植物在一分为二出现两个
分枝轴时，两个顶枝部分会通过
一种“三步形态”特化进化为叶
片。“三步形态”特化包括：顶枝出
现不等长度，有“越顶”形态；多个
临近顶枝最终集中到同一平面，
形成“扁化”形态；临近顶枝间形
成薄壁组织，即为“蹼化”。

但焦雨铃认为，该“顶枝学
说”只是根据化石推测出的理
论，并没有任何实验证据，也没
有任何已知的植物类群可以囊
括三步形态特化的各个中间物
种（包括灭绝的物种）。她说，如
果要发生这其中所描述的特化
变形，应该就是一个或多个基因
的突变导致的，但目前罕有能够
支持“顶枝学说”的基因突变证
据。由此，她的团队通过以拟南
芥和番茄为实验对象进行研究
后，提出了一个“应力反馈学
说”，来解释叶片扁平化的原因。

通过实验，他们发现叶片扁
平化过程依赖于细胞内周质微
管的排列。周质微管又因其中
的介导纤维素的沉积方向，引起
细胞壁内出现力学属性的差异，
最终导致细胞的“各向异性生长
和分裂”，原本的顶枝就会产生
初始的扁平化。当这种差异被
放大，最终顶枝就形成了扁平状
的叶片。

研究者表示，应力反馈是植
物细胞高度保守的机制，作用于
各种植物器官类型。植物在发育
早期，不同部位在应力反馈作用
下产生差异，因此就会形成两类
不同的器官，比如植物的茎和
叶。他们还发现，增强或削弱应
力反馈，能够增大或减小叶片宽
度。因此植物根据不同的生长环
境又会发育出不同形状的叶片。

“应力反馈学说”不仅解释
了叶片的起源，还为改造植物适
应能力提出了新思路。

不过，该研究还有待进一步
深入，比如了解植物叶片两侧对
称机制如何形成、木质素如何产
生、维管束如何形成、气孔如何
产生、高效的碳四光合作用如何
形成，等等。

科普
直击 方便面不是“垃圾食品”，
是你吃的方法 了！ □综合

于方便食品，各种说法不一。方便面致癌、油炸食品不健
康、32小时都不消化……等说法尤其让消费者对方便食

品产生了不良印象和抗拒心理。
以至于一提方便面，许多人都会认为是“垃圾食品”“没营

养”。其实，关于方便食品的说法，有些并不真实，有些纯属误传。
本文综合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河南

工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谷克仁，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教授沈群，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孟素荷，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中心风险交流部副主任钟凯等各位专业人士的专业意
见，应该可以让你重新认识“方便面”。

食物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
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垃圾食
品”，只有“不健康的膳食搭配”。

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有
特定的色、香、味、形等感官性
状，有食品固有的一些营养成分，
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各种急性、
慢性危害的食品，都不能被简单
地当做“垃圾食品”。不同的食物
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其实在于它
们所含有的营养成分不同。任何
一种食物都会有其比较主要的营
养成分，有些蛋白质含量高，有些
则是脂肪或碳水化合物含量高。

新鲜食物自然是最好的。但
是在无法获得新鲜食物的环境

下，方便面仍然是一种不错的选
择。它既能迅速解决人的温饱问
题，还能保证基本的食品安全。

那么方便食品有损健康的观
点，从何而来呢？这可能源于长
期吃某一种食物，导致摄入某种
营养成分过量而其他营养成分摄
入不足，从而出现了膳食不平衡
情况的结果。任何一种食物都不
能过量地、单一地食用。吃方便
面的时候也要注重营养搭配。

方便面自身的确存在油、盐
含量高的问题，这是不适应现代
人饮食观念的，确实应该改进，但
不能因此将其归到“不安全食品”
和“垃圾食品”行列。

方便面的做法其实很简单，
是把精白面粉先蒸煮熟透，然后
用棕榈油快速炸制，脱去表面附
着的油脂，加上料包，然后装袋而
成。其主要原料是精白面粉加上
油脂，营养价值介于炸油饼和油
炒面 (不加糖)之间。专家认为，
在同样的重量下，方便面可以提
供比馒头米饭更多的热量和脂
肪。不过只吃方便面，很容易出
现营养结构的不均衡，所以最好
在吃的时候加个鸡蛋和一些青
菜，或饭后吃点水果，来解决营养
均衡问题。

但方便面的油料问题却成为
流传甚广的谣言之一。有谣言
称：用在方便面中的棕榈油在植
物油中品质最差，长期食用会造
成人体血清饱和脂肪酸摄入过
量，导致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

度脂蛋白升高，从而引发心脑血
管疾病，不利于人体健康。

其实，棕榈油符合国际食品
法典委员会制定的食品安全标
准，是一种安全、营养的食用油
脂。而且棕榈油的饱和脂肪酸相
对较高，有很好的煎炸稳定性、氧
化稳定性。

国家标准规定，食用煎炸油
的酸价(中和 1g 化学物质所需的
氧化钾的量)不超过 5%，而一些
企业的指标是远远小于这一标
准的。

通过交叉实验还发现，棕榈
油和橄榄油对人体血脂的影响没
有差异。换句话说，一定程度上
棕榈油和橄榄油对人体血脂的调
节作用是相同的。

所以，一直以来棕榈油都是
被“妖魔化”了。

通常，人们习惯于将食品
中是否含有防腐剂来作为评判

“垃圾食品”的标准。大多数消
费者甚至视食品中的防腐剂为

“毒药”，认为食用添加有防腐
剂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极
大损害。

其实，这种“食物防腐剂有
害论”也是一种误解。

防腐剂的作用旨在抑制细
菌等微生物的滋生、保护食物
营养以及感官品质。如果食
品自身不含细菌或霉菌，根本
就无需防腐剂，比如水活度较
低即很干的食物。其中最典
型的就是油炸食品，像薯片、
锅巴，包括方便面的面饼，都
无需防腐剂。

要知道，生产企业才不会
无端地去增加不需要的成本
支出。

方便面的防腐剂只存在于
调味包中。据了解，调味包主
要分粉状和胶体状两种。胶体

状由于含有油、酱料和水分等，
因此保质期比较短，需要添加
抗氧化剂和防腐剂。

不过，防腐剂并不等于“毒
药”。包括防腐剂在内的食品
添加剂，只要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的规定，就不会对人体

造成危害。食品添加剂不仅为
消费者带来更多美味，也为现
代食品工业发展带来诸多便
利，消费者在购买方便面时，只
要尽量挑选一些经过产品检验
的知名品牌，食品安全都是有
保障的。

这种说法纯属以讹传讹。
事实上，在有关方便面的

食品谣言中，流传最广、让消费
者恐惧陡增的，无疑就是“吃完
一碗方便面，32 小时后都不消
化”的谣言。

该谣言源自 2011 年，一个
美国科学家通过胶囊内镜的
方式拍摄了“加工食品”与“无
添加物食品”消化情况的对比
实验，实验结果声称，手工拉
面在 32 小时后被完全消化，而
方便面尚未完全消化，仍有残

余。这个实验的初衷，本为观
察食品消化过程，后来被错误
解读为方便面不好消化、有害
健康。

有专家还对上述实验中提
到的“32 小时”提出过质疑，认
为上述试验中拍摄所使用的胶
囊内镜对每个人每次所能记录
下的影像时长最多只有8小时，
按说是无法对面条消化情况进
行连续32小时的记录的。而且
拍摄中所记录的一共只有两个
样本，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实验

设 计 ，其 实 很 难 得 到 科 学 结
论。但随着社交媒体的各种传
播，这个实验结果最后还是演
变出“吃了方便面，32小时后都
不消化”的谣言。

根据业内专家对生的小米
粉和生的小麦粉进行研究实验
发现，不同的食物加工方式会
影响到淀粉的消化率。方便面
所用的添加剂均符合国家标
准，其主要原料和家庭自制的
面条所用原料皆为一致，不会
对人体造成危害。

方便面是中国食品工业中
安全水平较高的品类，从近两
年的抽查数据来看，其合格率
均在 99%以上。但有数据显
示，自2011年开始，中国方便面
销量却持续下跌。

与此同时，全球的方便面行

业却在稳定快速地发展。数据显
示，2015年日本方便面产量上升
了1.2%，俄罗斯方便面则以超过
27%的速度在增长，东南亚国家
产量也在上升，韩国人均消费量
已达到72包，而中国人均消费量
则不到25包。方便面已经成为

在全球仅次于面包的第二大主
食，但在中国的产业化发展却阻
碍重重。有关方便面的谣言或许
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看来粉碎谣言，还是需要
广大消费者的共同参与。

（来源：科学辟谣平台）

没有“垃圾食品”，只有“不健康的膳食搭配”

棕榈油也是安全营养的食用油

防腐剂不是毒药

一碗方便面32小时都消化不完？

相关“谣言”或影响产业发展

潮人
审美 “再生画布”——茶包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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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首次提出：叶片可能
源于“应力反馈学说”

解释一下：叶子为什么是“扁”的？
□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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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杂志
精选的年度科学图片

图中是一个癌细
胞表面使用离子束切
开的样子。横截面上
还被切割出一个三角
形。这项被称为“离子
束研磨”的技术，可使
研究人员以前所未有
的角度，更细致地观察
癌细胞内部

这组照片分别是在小丑鱼发育第 1 天、第 3 天、第 5 天和第 9 天
拍摄的。摄影师丹尼尔·诺普凭此组照片在尼康微观世界摄影大
赛中获得亚军

吃方便面，不妨加个蛋 图/视觉中国

这些透明的鱿鱼是去年 7 月份研究人员通过基因
编辑技术制造出来的。他们使用 CRISPR–Cas9 技术，
从长鳍近海鱿鱼胚胎中删除了一段名为 TDO 的基因，
TDO 蛋白是使细胞能够变色、实现伪装功能的关键

去年的蝗灾是 70 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图中是肯尼亚桑布
鲁县一名男子，他的身边正飞过无数的蝗虫

图中小船外形的微粒长度仅 30 微米，但可以通过
化学反应推动自身前行。研究人员是用 3D 打印出该微
粒，并在小船上涂上金属涂层，从而实现这一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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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枝学说”假设的主要形态特化步骤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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