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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不只存在于大脑中
非脑细胞如何记忆？

记忆是不是只存在于
大脑中？美国纽约大学科
学家在《自然·通讯》上发表
的新研究表明，身体中的其
他组织细胞也具有记忆功
能。非脑部细胞也能学习
和记忆吗？这项发现将给
记忆研究带来怎样的变
化？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教授景键这样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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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中国昆虫学会
昆虫分类区系专业委员会
官微公布了“2024 年度中
国十大昆虫新物种”名单，
“苏轼无爪蜉”成为名单上
的第一个新物种。一时之
间，“苏轼无爪蜉”引发网友
热议。其发现者郑徐弘毅
是个博一学生，还是个 00
后，他解释了命名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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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干流发现无爪蜉
“苏轼无爪蜉”属于昆虫纲蜉

蝣目中的一个小科——无爪蜉
科。在2019年前，全世界只报道
了 3 属 7 种，我国未有发现。但
是，该科在泰国、俄罗斯和欧洲等
地都有发现。

中国有没有？这在南京师范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蜉蝣目课题组
一直存疑。2019 年，有人在云南
怒江发现了一种。同一时期，有人
在长江中无意采集到一头无爪蜉
的标本。

循着这些足迹，南京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的科研团队分别前
往怒江和长江湖北段进行多次采
集。

“幸运的是，最终我们获得了
一些标本，并养出了它们的成虫。
通过它们的特征，鉴定出长江中的
无爪蜉是一个新物种。”生命科学
学院教授周长发介绍，长江干流的
水很深，流速也很快，再加上采集
困难，过去在长江干流中采集到的
蜉蝣很少，几乎没有。

“苏轼无爪蜉”的发现为保护
长江及其水质提供了新的证据与
生物依据。

我国目前至少有2属3种无爪
蜉，而全世界也只有4属9种。“苏
轼无爪蜉”和其他无爪蜉的发现与
研究，再次证明了我国在生物资源
上的丰富多样。

取名“苏轼无爪蜉”，
致敬苏轼

无爪蜉都是沙栖性蜉蝣，幼虫
生活在松软的沙子里，可能会潜入
沙中20厘米以上的深度，采集它
们十分困难。同时，它们的成虫羽
化时间不集中，时间很短，不容易
采集。

在导师周长发的指导下，出生
于千禧年的“00后”博一学生郑徐
弘毅多次到长江湖北段采集。“我
们已初步了解它稚虫的生活习性、
生态环境。在采集过程中，我们重
点在长江中有水的、松软的沙滩下
捕捉，只有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或
是在夜晚，它们才会爬出来寻找食
物。”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郑徐
弘毅他们在黄昏时捕获了一只从
没见过的无爪蜉稚虫。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
粟”出自苏轼的《前赤壁赋》，用蜉
蝣表达了人生短暂的观念；“大江
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出自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对长
江的描述。

蜉蝣、长江、赤壁、苏轼，就这
样联系在一起。

“无爪蜉在湖北荆州靠近赤壁
的地方发现，因此我给它取名‘苏
轼无爪蜉’。”郑徐弘毅表示，一开
始只是觉得有趣，并借此致敬和纪

念苏东坡。“感谢他匠心独运、豪情
满怀地书写过蜉蝣，使得蜉蝣在我
国古典文学中具有更大的、独特的
文化内涵与感人意境。”

新物种的命名要遵循
科学依据

从动物分类学的角度来看，给
新物种命名有严格的规定，也赋予
了研究者一定的自由。周长发一
开始建议学生改为凸显种类特征
的名字。但后来他觉得，只要命名
符合《国际动物命名法规》，就不会
有科学上的问题。

新发现的物种，一般是怎么
“取名”的？周长发介绍，名字就是
物种的“身份证”，新物种的名字，
通常用拉丁文写成，名字还需要有
科学依据，一般会根据物种的形态
特征、生活习性、分布区域，甚至是
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这样不仅
可以看出它的特点，甚至可以追溯
到它被发现的历史。”比如，“苏轼

无 爪 蜉 ”的 学 名 为（Behningia
sushii Zheng & Zhou, 2024）。

近年来，在蜉蝣分类研究上，
南师大课题组取得了很多突破，发
现了一系列的新物种，建立了若干
个新分类单元，将我国的蜉蝣目研
究推进到一个新高度。21 世纪
初，周长发就曾发现了一个新物种
——中国古丝蜉。“包括‘苏轼无爪
蜉’在内的新发现，表明我们的研
究水平在国际上是领先的，进一步
证明了我国的生物多样性是很高
的；同时，这些标本和主要研究都
是我的学生们完成的，他们青出于
蓝。”

科学研究的传承，带来的不仅
是科研的活力，也有创新的动力。
周长发说：“希望我国的环境保护
工作越做越好，效果越来越明显，
使得包括‘苏轼无爪蜉’在内的众
多生物能够长久地、更好地、高兴
地生活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
能够看到它们，实现人与自然的高
度和谐与持续发展。”

除了大脑，人类还有
哪些细胞也能记忆？

景键教授介绍道，这项实验里
提到的非脑细胞，也即非神经元，
来自其他身体组织，例如肾脏等。

实际上，免疫系统里就含有记
忆细胞，有一定的记忆功能。记忆
细胞是经由外界刺激，作用到免疫
细胞里面的特定转录因子，最终产
生记忆现象。

“（纽约大学）这篇文章提及的
是在非脑细胞里面的信号通路，实
际上真正的记忆是一种神经元的
记忆，含有突触、神经元之间的连
接，然后再作用到单细胞之后，通
过一个化学信号（比如神经递质），
最后再产生一些级联反应。”景键

教授解释道，“这些反应在绝大部
分非脑细胞都不存在。”

因此，所谓的非脑细胞的记忆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记忆，而是一种
分子事件，或细胞信号系统的一个
表现。

这些细胞的记忆功能
和大脑有什么不同？

景键教授表明，主要的差别就
在于神经元具有很多层次。神经
元的记忆往往是在突触之间，并分
为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

短期记忆可能只有几秒、几分
钟，长期记忆则有几十分钟、几小
时、几天，直至多年。但所谓的非
脑细胞记忆，则完全是分子的基
础，大概只有几小时到一天或者两

天的过程。相比而言，神经系统的
记忆可以覆盖不同的种类、行为和
需要。

新的发现为治疗记忆
疾病带来哪些新可能？

“神经系统的记忆缺失、老年
痴呆，是通过神经系统特定脑区的
神经元的丢失，或者神经突触的变
化产生的。”景键教授解释道，因
此，需要运用不同的刺激方式研究
非脑细胞分子反应，以此找到最佳
应用模式，最后再将其应用到真正
的神经环路里面，以此分析效果是
否一致。

景键教授也指出，最终非脑细
胞记忆对于记忆疾病治疗是否有
帮助，则取决于分子机制是否一
致。“比如说老年痴呆，如果说细胞
还存在，还不是完全损失的话，是
可以通过学习保持大脑的活动来
改善。这种活性可以延缓病情的
发展，所以可以通过非脑细胞的这
种机制，来帮助我们看看有没有什
么更好的方法或药物进行治疗。”

非脑细胞记忆研究的
未来方向如何？

目前，非脑细胞记忆的研究还
局限于肾脏细胞和神经细胞两种
细胞系。对于来自不同身体组织

非脑细胞的记忆表现是否存在差
别，还没有过深入研究。景键教授
建议，从长远看，下一步可以尝试
研究不同的非脑细胞会不会有不
同 的 分 子 机 制 。“ 环 磷 酸 腺 苷
（cAMP）是细胞内关键第二信使，
在学习与记忆、药物成瘾、运动控
制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现在
做到的是测量CREB（cAMP反应
元素结合蛋白）所结合的 CRE
（cAMP反应元素）基因的转录水
平，下游的基因有没有变化、是怎
么变化的，也值得研究。”

非脑细胞记忆对我们
的学习有何启示？

景键教授介绍道，真正的记忆
有所谓的间隔学习，也有一次性记
忆或者集中学习。比方说一段12
分钟的刺激，一种记忆方法是直接
一次性给出，另一种则是间隔性
的，即把刺激分成四次，每次给3
分钟，然后中间间隔一段时间。实
践证明，间隔记忆比这个一次性的
记忆效果更优越。

而非脑细胞中，也反映出这样
的现象。“我想这个可能是对大众
有帮助的一个东西。”景键教授表
示，对于普通人来讲，在学习的时
候可以多采用间隔性的学习，来替
代一次性灌输式的学习，以取得更
好的记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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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无爪蜉”引热议
命名者是个00后博士生

▶采集到苏轼无爪蜉
▲郑徐弘毅

苏轼无爪蜉 受访者供图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景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