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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甜还是喜咸
基因说了算？

许多人都见过一张味觉地
图，这张看上去颇为专业的图
片将我们的舌头整齐地分出了
几个区域，几种味觉受体各有
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前面是
甜味，两边是咸味和酸味，后面
是苦味。还有人用这一分区端
出一碗“心灵鸡汤”，讨论人生
是“先甜后苦”还是“先苦后
甜”。不过，这张研究味觉的图
是错误的，早已被科学家揭穿。

事实是，品尝甜味、咸味、
酸味和苦味的能力并没有被分
配到不同部位，接受这些味道

的受体实际上是“混搭”分布在
各处的。在舌头上有两种负责
味觉的脑神经：位于后部的舌
咽神经以及位于前部的面神经
的鼓索支。如果味觉限定于各
自的区域，那么鼓索神经受损
的人将失去品尝甜味的能力。

然而一名外科医生在1965
年时发现，那些曾在医疗过程
中损伤了鼓索神经的实验者并
没有丧失甜味味觉。1993 年，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林
达·巴特舒克更是发现，当鼓索
神经被麻醉后，实验者不仅能

够感知甜味，而且他们的甜味
感知甚至更强烈。

现代分子生物学也对味觉
地图进行了抨击，在过去的 15
年中，研究人员认定了许多在
味觉细胞中发现的受体蛋白。
所有我们认为是甜的东西都可
以激活相同的受体，而苦味则
激活了完全不同的受体。不同
于味觉地图“先甜后苦”的定
位，每一种类型的受体都能在
口腔中任何味觉区域里找到。
因此味觉地图纯属子虚乌有。

（马爱平）

相关链接：“味觉地图”无稽之谈

据国外科学研究显示，人体内
有一种名为APOA2的基因，这种基
因在不同个体之间存在差异，而这
种差异导致了人对脂肪、碳水化合
物和蛋白质的不同偏好。除了
APOA2基因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基
因也在调控着人们的饮食偏好。比
如，偏好巧克力的人有着更活跃的
某些催产素受体基因。

但是，我国“南甜北咸”的饮食
差异与基因有关系吗？

“饮食偏好受基因影响的研究
很少，不能否认基因可能在其中起
某种作用，但是它不是造成各地饮
食偏好不同的主要原因。”中国科学
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肖
国樱说。

原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北

京协和医学院教授王晨光博士认真
查阅了相关论文，认为这属于学术
上的一种“偏见”。“因为一些科研人
员在做实验之前，会有预设，这就失
去了学术的中立性，他们会根据预
设搜集相关证据，有几篇论文就属
于这种情况。”王晨光说。

在他看来，如果要证明某个基
因的变化确实能够影响饮食习惯，
就必须满足实证性条件，不仅需要
大数据支持，还需要在动物模型上
进行实验。“人类大概有两万多个基
因，这两万多个基因任何两个人之
间比较，哪怕是同卵双胞胎之间比
较，都会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
即便和特定饮食偏好或者习惯建立
起联系，也仅仅是相关性，不代表基
因影响饮食的这种因果关系。”

饮食偏好和基因有没有关系

如果基因不是导致“南甜
北咸”的根源，那到底是什么
决定了我国南北的饮食偏好
呢？

“‘南甜北咸’的饮食偏好
主要和当地的资源有关，甘蔗
长在南方，南方食材丰富，四季
都有收获，运距短；北方四季分
明，长距离运输导致了食材的
不新鲜，所以靠重口味来掩蔽，
且冬季靠食物腌制等手段来丰
富餐桌。这就是‘南甜北咸’的
由来。”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
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吴继红
说。

肖国樱也认为：“在漫长的
人类进化过程中，绝大部分时
间是有什么吃什么，而不能做
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糖是人

类能量的主要来源，因此喜欢
甜食是人类的共性，出生在湖
南的婴儿也喜欢吃甜的，吃辣
的会哭，但长大后多数湖南人
都喜欢吃辣，这主要是生活环
境养成的饮食偏好，湖南天气
潮湿，吃点辣、发点汗，对健康
有益。因此水土、气候和物产
的差异是造成各地饮食偏好不
同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南甜
北咸”与中国历史有关。

时光倒退 1000 多年，中国
人的甜咸偏好和今天有天渊之
别。北宋文人沈括的《梦溪笔
谈》中，将中国当时的口味分布
概括为“大抵南人嗜咸，北人嗜
甘”，与今天的甜咸地图完全相
反。

虽然唐朝已将熬糖法引入
中国。但宋元时期砂糖仍然是
较为珍稀的材料，经常需要从
大食等国贸易进口。由于糖在
古代价格较为高昂，吃糖需要
相当的经济基础支撑，因此经
济发达，且有北宋首都物资之
利的开封周边嗜甜也就不稀奇
了。不但富裕阶层留下了嗜糖
如命的文献记载，而且平民百
姓也都可一享甜食之快。

后来，两宋之交，中原被
金国攻陷，大批中原人跟随宋
朝王室移居江南地区。他们
不但把自己习惯的甜味带到
江南，更让江南地区的经济发
展突飞猛进。因此富裕起来
的江南人也学着北方移民吃
起甜食来。

水土、气候和物产造就了“南甜北咸”

这样看来，基因和饮食就一点
关系都没有？也不是。应该说基因
和饮食偏好关系不大，却和味觉、味
蕾关系很大。

酸、甜、苦、辣是基本的味觉组
成，目前，科学家们已经确认了一些
与味觉能力相关的基因。比如，苦
味味蕾是口腔中最发达的味蕾，苦
味基因也是味觉基因中种类最多
的，有20几个基因与不同类型的苦
味相关联，苦味基因是受到自然选
择而被最多保留下来的基因，科学
家研究表示，人们对苦味的敏感跟
人类与大自然做斗争有关。

同时，来自美国哈佛医学院
的一个科研小组在新一期英国
《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报告说，

他们发现实验鼠体内某特定基因可
能控制着甜味受体的产生。而另一
项美国的研究则是建立在对 74 对
同卵双生子和 35 对异卵双生子研
究的基础上的。这项研究的结论
是，人的酸味敏感度由基因和环境
共同决定，不过，基因起到约53%的
作用，高于环境因素。

辣味基因的发现，源自于意大
利科学家“重走丝绸之路”的创举。
他们研究古老丝绸之路上那些没有
被现代文明所影响的部落，从他们
经久不变的饮食习惯中探究基因对
口味的影响。研究人员在一些已知
的基因中发现了 8个突变位点，其
中就包括一个与感受辣味相关的离
子通道蛋白编码基因。

基因与味觉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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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人叫苦不迭，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
表示，此次高温天气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局部强度大，北方的高温以晴

热为主，而南方的高温以闷热为主，因此南北方地区的公众在体感上也有
所不同。有网友戏言：“南北方的差异简直无所不在，连热都不是一样的

热。”
的确，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南方和北方在各个方面形成了迥然不同

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其中最明显的恐怕要属“南甜北咸”的口味偏好了。
先有豆腐脑究竟吃甜的还是吃咸的，南方人和北方人绝不妥协，随后，“月

饼大战”“粽子武林大会”纷纷召开，就连汤圆、番茄炒蛋也被牵连进来。
虽然南北方人都固执地捍卫着自己吃的信仰，但是造成这种饮食偏

好的究竟是什么？最近有研究指出，饮食偏好其实是受基因控制的。这
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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