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 2018 年下半年，

受资本退潮等因素的影响，

曾经火爆的杭州影市开始陆

续出现关门的影院。

昨天，听说位于杭州杭

海路上的蓝钻影院也关门

了，记者赶去现场，没想到，

正好碰上影院老板“甩卖”影

院设备。

杭州又一家影院关门了，钱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放映设备甩卖，酝酿新的生意经

有句广告语说：“好吃你就多吃点。”

这句话，很多人都深有体会。遇到好吃

的，自己喜欢吃的，总是忍不住食指大动，吃

一点，再吃一点。

有意思的是，不仅人类是这样，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博士生杨哲在果蝇世界也

观察到了这一现象。他在果蝇体内发现了一

束感受鲜味的神经，从肠道直通大脑。原来，

果蝇也能尝鲜，也会忍不住贪嘴，并且它的

“味蕾”在肠子里。

相关的论文发表在《Cell Research》

（《细胞研究》）以后，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的 Anupama Aahanukar 教 授 还 在 此 杂

志，以 Highlight（研究亮点）的形式评述了

这项研究。

她说：“这一发现非常有趣，将引发人们

思考关于味觉的一系列问题，并进一步加深

人类对于味觉的理解。”

鲜，是人类继甜、咸、酸、苦之后发现的第

5 种味觉。味蕾一旦发现食物中含有氨基

酸，便会向你报告：“鲜！”

味精为什么那么鲜？就是因为它的主要

成分谷氨酸，就是一种氨基酸。绝大多数哺

乳动物都有尝鲜的本领，但对于昆虫的味觉

机制，人类还知之甚少。

果蝇能感知鲜味吗？杨哲的导师、浙大

生研院的王立铭课题组，就是因为这个好奇

心而开始研究的,他的课题组制作了不同成

分的食物来喂食果蝇。

博士后黄锐发现，对于含有氨基酸的食

物，果蝇的食欲明显提升，比其他食物多吃

50%甚至一倍。

“果蝇体内或许存在一套鲜味感受机

制。”王立铭说，课题组通过遗传学筛选，在果

蝇大脑中解析出 6 个 DH44 神经元，正是它

们执行着感知鲜味的功能。

当果蝇取食含有氨基酸的食物时，这 6

个神经元就兴奋起来；而吃别的东西时，6 个

神经元则表现平静。

“这6个神经元非常特别，它们传输的信

号，可以一直延伸到果蝇的肠子里。不像人

类，成千上万的味蕾都在舌头上。这让我们

非常惊讶。”

为什么要关心果蝇的味觉？原因之一

是：味觉是我们理解大脑的一把钥匙。

杜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脑

科学家谢伯让，写过一本《大脑简史》，他

在书中说，大自然的生物在觅食、逃命、繁

衍的过程中，味觉是化学侦测能力的重要

方面。

比如，北美水牛鱼的味觉感受器在上颚，

它能帮助水牛鱼在浑浊的河底觅食；鲶鱼满

脸都是味蕾，这样能更灵敏地接触水中化学

物质。

王立铭说，不同动物味觉的机制演化，可

以让我们看到进化的痕迹。

例如，熊猫没有鲜味感受器，可能与

长期吃“素”互为因果；海水鱼对于咸味不

敏感，是它们生活的海水中钠离子充足，

这种寻找钠离子的本领就渐渐迟钝了；猫

对甜食不敏感，也是因为食物能提供充足

的碳水化合物，不需要吃糖就能满足。

果蝇的“味蕾”在大肠，则提示着更有趣

的机理。

课题组发现，当果蝇的肠子“尝”到鲜味

时，它不但向大脑报告，同时也会更卖力地干

活。

当尝到了鲜味，DH44神经元活跃时，果

蝇的“肠动力”也提升了，“肠道蠕动得更快，

让果蝇吃得更多。”这便是果蝇脑肠一体的联

动机制。

这让课题组不禁猜测：人类的味觉受体

是否也可能分布在别处，不局限在舌头呢？

这个猜测，似乎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为什

么零度可乐不减肥的现象。

零度可乐的甜味，来自于不含热量的甜

味剂。起初人们希望，零度可乐喝起来甜但

不长肉，事实却并非如此。

“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人类的肠子里，

可能也有感知甜味的受体。当肠子品尝到甜

味，它的消化更加活跃，让主人食欲大增，反

而吃得更多，吸收得更多，减肥的事业就泡汤

了。”王立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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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好吃的，为什么会停不住嘴
浙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科学家在果蝇身上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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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蓝钻影城”在杭州江干区杭海路淘

乐坊不夜城内，昨日上午十点半左右，钱报记

者来到这家曾经生意兴隆的影院楼下，看到

门口停着一辆小货车，几个人正忙着往车上

搬机器，仔细一看，竟然是影院的放映机。

再往大厅走，里面堆满了刚从二楼运下

来的各种设备，一位大妈专门坐在那里看着：

“全是从影院拆下来的，都要运走。”

上到二楼，这里已经拆得差不多了。之

前挂银幕的地方，只剩下几根钢架，座椅、音

响等已全部拆走。如果不是墙壁上贴着电影

海报，完全看不出这里曾经是个电影院。

来来往往的人中，有个小伙子“指挥”着

大家搬运东西，记者上前询问，了解到他曾经

是这家影院的经理，而现在，是这家关门影院

废弃设备的“买主”之一。

看得出，这位小伙子对“蓝钻影城”还是挺

有感情的。他介绍，影院 2013 年开张，2014

年、2015年生意不错。票房最好的一年，收入

有1200万元，卖品的利润非常高。

但随着周围影院越开越多，2016年整个

电影市场开始降温后，2017年“蓝钻”生意就

不好做了。今年到关门前，收入只有 200 万

元。“刨去房租、水电、人工，亏得不行，开不下

去了，只能关门。”他惋惜地说。

“蓝钻”虽然倒了，不过小伙子还是看好

这个行业的前景，他花50万买下了“蓝钻”的

放映机和音响等设备，“我准备回老家建德去

开电影院，那里现在只有两家影院，我觉得还

是有市场需求的。”

“已经有好几个人来找过我了，都挺有意

向。”小伙子信心十足。

正聊着，一位中年男人走了过来，他是影

院老板。在与记者的聊天中，他不停叹气，

“杭州影院太多了，饱和了。那些还想进这一

行的，我真心劝一句，不要进来了。”

至于影院设备，他说，“就当是卖废铁

了。”

这时，就有一个专业收“废铁”的走了过

来。老板叫他“小王”，建德小伙叫他“王总”，

这个高个子男子说自己是江苏的，专门在全

国做二手影院设备生意。

从与王总的对话中记者知道，他这几年

生意一直不错，前几年做老影院设备更新生

意，这两年关门的影院多起来了，他又忙着到

处“收购”。

虽然业内对电影市场的现状十分担忧，

但在真正进入到这个行业深处的江苏男人看

来，情况并没那么糟：“这边关门，那边开张，

行业洗牌，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