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知15 2019年3月7日 星期四

顶级期刊《自然》杂志日前发布一篇论文，提及了
最新发现的一颗海王星卫星观测结果，并将其命名为
马头鱼尾怪。论文详细介绍了马头鱼尾怪的大小和轨
道模式，并提出了关于其形成方式的猜想。

这个名字看起来很神奇——马头鱼尾怪是神话中
的一种海怪，长着马的头和海豚的尾巴，脚爪之间有
蹼，背部有鳍。希腊神话中，马头鱼尾海怪拉着海神波
塞冬的双轮战车；罗马神话中，马头鱼尾怪是海神尼普
顿的坐骑；中世纪的徽章上，也有马头鱼尾怪的形象。

1989 年，旅行者 2 号航天器曾飞掠海王星，当时
发现了6颗海王星的内卫星绕其运行。这些内卫星都
比海王星年轻，形成于海王星捕获其最大的卫星崔顿
后不久，每颗内卫星都可能曾因彗星撞击而受损。但
旅行者 2 号当时并没有发现，海王星还有第七颗内卫
星——马头鱼尾怪。

美国地外智慧生物搜寻协会的科学家马克·肖沃
尔特和同事，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研究海王星的内卫
星和环，发现了旅行者 2 号飞掠海王星时未能观测到
的第七颗内卫星——这意味着海王星总共有 14 颗卫
星。这一发现是通过特殊的图像处理技术实现的，该
技术使得科学家能够不受海王星内卫星高速运行的影
响开展重点观测。

马头鱼尾怪是海王星最小的卫星，平均直径约34
千米，其轨道靠近海王星最大最外层的内卫星普罗透
斯。研究者认为，马头鱼尾怪可能是由普罗透斯被一
颗大型彗星撞击后喷射的碎片形成的，而海王星内卫
星的形成应受到了无数次撞击的影响。

它躲过了旅行者2号，没躲过地外智

慧生物搜寻协会——

海王星最小卫星被命名
本报记者 佘惠敏

图为海王星系统。卫星用椭圆表示。（资料图片）

在日前召开的台风委员会第 51 次会
议上，台风“山竹”“温比亚”被正式除名。

为方便传播，自 20世纪初，气象预报
员就开始为台风命名。在西北太平洋，正
式以人名为台风命名始于 1945年——起
初只采用女性名字，后因女权主义者反
对，从 1979年开始，采用一个男人名和一
个女人名交替使用。

为避免名称混乱，1997 年 11 月举行
的台风委员会第 30 次会议决定，西北太
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
格的名字命名，分别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
亚太地区的柬埔寨、中国、朝鲜、日本、老
挝、马来西亚、密克罗尼西亚、菲律宾、韩
国、泰国、美国以及越南等 14 个成员提

供，每个成员提出 10 个名字，总计 140 个
名字循环使用，并决定从2000年1月1日
起开始使用新的命名方法。于是，台风就
有了自己的名字。

然而，当一个台风给某个或多个成员
造成巨大损失，该成员就可以向台风委员
会提请撤换——这个名称将会永久除名
并停止使用，避免了在提起该台风时引起
混淆。台风“山竹”和“温比亚”正是因为
造成巨大损失而被除名。另外，当台风委
员会成员认为台风名字不恰当时，也可提
请撤换。当某个台风的名称被删除后，台
风委员会将根据相关成员提议，对台风名
称进行增补，而该名称一般由原提供成员
重新推荐。

让我们回顾一下，2 个被除名的台风
有多“凶残”。2018年第22号台风“山竹”
的名字由泰国提供，是一种水果。2018
年9月7日20时，“山竹”在西北太平洋洋
面上生成；9 月 15 日，“山竹”从菲律宾北
部登陆；9 月 16 日 17 时在广东台山海宴
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4级，
中心最低气压 955 百帕；9 月 17 日晚 20
时，中央气象台停止对其编号。

2018年第18号台风“温比亚”名字由
马来西亚提供，意义为一种盛产西米的温
比亚树。“温比亚”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 14
时在东海东南部海面生成后，逐渐向西偏
北方向移动。仅仅经过一天半的时间，就
于8月17日凌晨4时5分在上海浦东新区

南部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9 级——这是 2018 年登陆上海的第三个
台风，也是继“安比”“云雀”“摩羯”之后，
2018 年登陆华东地区的第四个台风。它
的登陆使上海成为首个一个月内有 3 个
台风登陆的城市，也使 2018 年登陆苏浙
沪地区的台风突破了 1949年以来的历史
纪录。

在“温比亚”影响过程中，浙江北部、
上海、江苏、安徽、河南、山东、辽宁东部、
吉林东南部遭受大雨到特大暴雨侵袭。
浙江、江苏、安徽、山东、辽宁和吉林 6 省
32条河流强降水超出水位警戒线，7条河
流水位超出保证水位。其中，4 条河流水
位创新高。

面对“凶残”台风，台风委员会绝不手软——

台 风“ 山 竹 ”“ 温 比 亚 ”被 除 名
本报记者 郭静原

近日，中国第一届菊芋产业大会成功
举办。与会者在会上纷纷表示：菊芋产业
化开发不仅能巩固扶贫成果，有益于生态
文明建设，还是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朝阳
产业。

菊芋即洋姜，是菊科向日葵属的多年
生草本植物，也是一种生活中经常被用来
腌制或者凉拌后食用的小菜。不过，菊芋
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更不容忽视。

“菊芋的根系特别发达，繁殖能力强，
抗旱、耐寒、耐盐碱，非常适宜在干旱半干
旱的荒漠土地，以及盐碱地区种植，是保
持水土、防风固沙和改良土壤的优良作
物。”潜心研究菊芋几十年的南京农业大
学能源生物资源研究所教授刘兆普举例
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嘎鲁图镇
的沙化地种植菊芋后，昔日一到风季就黄
沙滚滚的荒漠土地，被菊芋的根和叶所覆
盖，如今一片绿意盎然。同时，菊芋浑身

是宝：它的块茎可直接食用，还可深入加
工制成淀粉、菊糖、食品添加剂、保健品
等；而菊芋的叶与茎秆还可用做饲料，经
济效益可观。

值得一提的是，菊芋对世界级难题
——盐碱地改良具有独特作用。一般来
说，沿海滩涂由于土壤盐分过高，农作物
几乎无法生存。一直致力于培育耐盐植
物的刘兆普通过反复研究，终于培育出耐
盐菊芋——南菊一号。“这个品种不仅能
直接种在滩涂上，而且效益很高。最重要
的是，耐盐菊芋能从土壤中吸走盐分，种
植两三年后，滩涂就可以变成能长庄稼的
良田，这对我国的粮食安全生产意义重
大。”刘兆普兴奋地说。

“这种菊芋就像一个小型吸盐机，吸
收的盐分主要存在茎秆和叶片里。收获
时只要把茎秆和叶子搬出地块，就等于把
盐分搬出去了。”刘兆普说，一年下来，菊
芋能从每亩土壤里吸出二三百公斤盐分。

因此，在滩涂盐碱地上种耐盐菊芋，
可谓一举多得：种植前两年能收获菊芋块
茎，两年后滩涂就变成了耕地。而收获后

的耐盐菊芋块茎里并不沉积盐分，并含有
丰富的糖类和淀粉，是做酒精的好原料。

由于菊芋在生态领域具有先天优势，
我国已开始发展菊芋产业，并与扶贫相结
合，有效带动了脱贫。山西田根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的郝亚书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2017 年 4 月，他们在山西静乐县双路
乡的 3000 多亩撂荒地上种了菊芋，并对
接精准贫困户 44 户。如今，他们不仅帮
助贫困户过上了好日子，还吸引 80 多名
农民工返乡务农。

菊芋的经济价值还远不止于此，它的
地下块茎经现代技术分离得到的菊粉，已
被 40 多个国家批准为食品和营养增补
剂。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糖生物工程课
题组组长杜昱光介绍说，早在 2009 年 3
月份，原卫生部就发布了“关于批准菊粉、
多聚果糖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

“作为可溶性膳食纤维，菊粉及菊粉
类果聚糖是维持人体健康的重要膳食因
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
安全所研究员霍军生告诉记者，国内外大

量研究表明：菊粉类果聚糖对动脉硬化相
关血脂具有积极影响，特别对血脂异常者
及糖尿病患者的血脂改善作用更加明
显。对此，临床医生建议此类患者每日服
用菊粉来预防和治疗血脂异常，从而减少
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

近年来，通过各方不断努力，我国初
步形成了菊芋全物质利用开发的健康产
业链。不过，与发达国家的研发技术水平
相比，我国菊芋产业仍存在企业规模小、
技术含量低等问题。山东植益源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左兆河认为，“总体来
看，目前我国菊芋的种植开发利用仍处于
初级阶段，要因地制宜配套有效的转化产
业防范发展风险。”

“菊芋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下游的消
费带动。”霍军生表示，应从居民健康和脱
贫攻坚两个维度评估菊芋产业发展，加强
菊芋种植、加工利用和相关健康食品的法
规、标准建设，加强科学研究，推动产业发
展。同时，要加强科普，让广大消费者了
解菊芋、认识其重要功能，从而推动菊芋
产业全产业链发展。

菊芋：植物中的“小型吸盐机”
本报记者 吉蕾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