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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区科协
服务农业企业科技创新

海苔和紫菜都是我们熟悉的食物，看着也差不多，那么它们之
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简单地说，如果在日本，海苔的定义包括了
紫菜，因为日本人所说的海苔，除了紫菜外，还包括了浒苔、石莼、
日本溪菜等绿藻，甚至还有一些是淡水产的蓝细菌。

而在中国，那就不一样了，超市里卖的即食海苔，原材料
大多是条斑紫菜，它只是众多紫菜中的一种，从这个意义上
讲，在中国，紫菜的定义包括海苔。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提提
升升全全民民科科学学素素质质在在行行

动动

紫菜属于植物界吗

永川区科协学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 周舟）近日，永川区
科协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大家紧紧围绕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科协工作作
了交流发言。

就如何抓好会议精神的落实，永川区
科协负责人要求，区科协系统要将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最紧要的
政治任务；要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为指引，找准科协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
结合点；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
展格局，；要做好“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
工作，服务永川发展；要对标对表编制好科
协“十四五”发展规划，推动科协工作不断
迈向新台阶。

忠县科协
开展“科普进社区”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袁婷）近日，忠县科
协在红星社区天鹅湖市政广场开展“科普
进社区”系列活动，开展以“学科学知识”

“讲健康生活”“比文明进步”等为内容的各
种主题鲜明的科普活动。

首先开展了以“卫生疫情知识”为主题
的讲座。讲座就如何预防新冠肺炎进行了
探讨，并现场向群众演示了“七步洗手法”
和正确佩戴口罩的方法。随后，开展科普
文艺演出和科普互动宣传活动。面向公众
宣传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本次活动针对社区科普工作特点，广
泛开展典型性、新颖性、多形式、多渠道的
科普活动，不断推进社区文明协调发展。

黔江区科协走进社区
开展义诊科普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杜偲铠）近日，黔江区
科协、区中医药学会组织中医药专家走进冯
家街道社区，联合开展以“弘扬抗疫精神 护
佑人民健康”为主题的义诊科普活动。

专家组专家在义诊现场为前来咨询、
诊病的群众提供了免费检查、疾病诊治等
医疗服务。群众对中医药专家高超的诊疗
技术和无私奉献精神表示称赞，希望经常
开展这样的送医送药送健康活动。

重庆市科学传播专家团首席健康知
识普及专家、主任中医师王洪白，健康知
识普及专家、主任中医师郭峰以及区科协
志愿者还开展了新冠肺炎防治知识宣教
活动，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
健康意识。

被“开除”出了植物界

紫菜是一类红藻，在旧的分类体系中，所有的藻类
都被认为是植物，后来人们发现这是错误的。过去所谓
的“藻类植物”中，实际上是把许多亲缘关系并不接近的
类群硬拉到一起的，其中的大部分，如褐藻、甲藻、蓝细
菌等都不是植物。

不过说到紫菜所属的红藻，就有点复杂了，它并不
是真正的绿色植物，但又和绿色植物关系很近，都位于
原始色素体生物这个演化支上，所以紫菜不是植物，是
原生生物，它是某些海里互生藻类的统称。

全世界有一百多种紫菜，我国沿海也有二十多种，
其中人工养殖规模最大的，就是条斑紫菜和坛紫菜，它
俩的生长范围以长江为界，北边的江苏、山东、辽宁主要
产条斑紫菜，南边的浙江、福建多产坛紫菜。

如何区分这两种紫菜

那么，这两种紫菜要怎么区分呢？答案是很难区
分，因为它俩的区别不是凭肉眼就能轻易看出来的。

首先是历史不一样，坛紫菜是我国传统的养殖品
种，而条斑紫菜是20世纪70年代从日本引进的。
其次，如果放任这两种紫菜在大海里长成完全体，那它
们的外形会不一样：坛紫菜外形比较细长，颜色更绿；而
条斑紫菜外形多为卵形，颜色更偏紫红。条斑紫菜的藻
体全是单层细胞，而坛紫菜多为双层细胞，这种程度的

微观区别，没有显微镜是看不出来的。
紫菜这样的食材之间的区别，我们在餐桌上也就没

有必要细细区分了，品尝滋味就好。紫菜的鲜味主要来
源于氨基酸盐，而那种“海味”，则是来源于蘑菇醇等多
种风味物质。

会吃，但一直不会养

我国食用紫菜的历史很早，早在北魏时期的《齐民
要术》中，就记载了“（吴）郡海边诸山，悉生紫菜”，这里
说的“山”，指的是海中岩礁，不是真的山。

我国食用紫菜的历史虽然早，但是人工养殖的历史
却很晚，是20世纪中后期才开始的。不就是一种海藻
吗？为什么会这么难养呢？因为长久以来，人们根本就
不知道紫菜这一辈子是怎么过的。我国的古人早已发
现，紫菜都是秋冬季节才会出现在海边岩礁上，来年春
天结束时就不见了。

紫菜复杂的生活史

19世纪时，很多人都发现紫菜能产生出一种名为果
孢子的生殖细胞，1949年，植物学家又证明了果孢子可
以发育成丝状体，而且这个丝状体和1892年命名的一
种名为壳斑藻的海藻是一回事。

紫菜宽大轻薄的可食用部分，叫作叶状体，叶
状体产生的雌雄生殖细胞相互结合后，就会形成果孢

子，果孢子能发育成丝状体，不过它的发育场所
有点特殊，要钻到贝类、藤壶、管虫等动物的石
灰质壳壁中。长有丝状体的贝壳上，会出现红
色的丝状纹路或者斑点，所以最初才被误定为
壳斑藻。

这个过程，持续时间是从冬到春，到了夏
天，紫菜的叶状体把生殖细胞都释放完后，就逐

渐解体，而贝壳中的丝状体会释放出壳孢子，壳孢
子附着在岩礁上发育成小紫菜。小紫菜要想长成足
够大的叶状体，需要比较低的海水温度，所以紫菜要
到秋天才能开始采收。

（本报综合）

今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民法典普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党
中央和市委关于学习宣传民法典的重要部署，推动民政系
统干部职工学好民法典、用好民法典，近日，重庆市民政局
举办民法典专题讲座，邀请德国汉堡大学欧盟公法学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硕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行政
法教研室副主任、硕士生导师杨国栋进行授课辅导。

讲座上，杨国栋从民法典时代对行政和行政法的新
要求入手，对民法典涉及民政工作的婚姻、收养等相关
法条进行了梳理和讲解，并对民政部门如何迎接民法典

时代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对民政局在婚姻登记实务中面
临的主要法律风险提出了应对措施，深入浅出，内容丰
富，对民政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现场参加讲
座的民政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持续深入学习民法典，
不断强化贯彻落实民法典的意识和能力，依法推动民政
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次讲座以“主会场+分会场”视频连线教学的方式
进行，自上而下直达基层，市民政局领导、机关干部和市
低保中心部分干部职工共80余人现场听课，各区县（自
治县）民政局、市民政局直属单位全体干部职工通过视
频收看讲座。 （重庆市民政局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卢琳）巴南区科协坚
持服务农业科技创新，引领乡村振兴，贯彻
农业与科技融合发展，聚焦农业产业化集
群，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近日，巴南区科协邀请市农业科学院果
树研究所方波博士赴姜家镇开展农业企业
精准对接活动。他强调，果树的管护需要按
照科学的方法来，农业企业要走科技路线，
要通过科技创新来转型升级。

通过方波博士的讲解和示范，现场的企
业负责人和果树种植户表示收获颇多，接下
来他们将采取方波博士的方法对果树进行
管护和种植，希望区科协多邀请这样的种
植、养殖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和实操培训，帮
助他们获取更多的科技知识和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