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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意胜的舟山牛保种牧场。 郑意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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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喜爱的仙居鸡。
浙江省畜牧总站供图

研究人员从液氮罐中取冻精。
浙江省畜牧总站供图

研究人员从液氮罐中取冻精。
浙江省畜牧总站供图

地道美味，来之不易。
肉质鲜嫩、胶质多的江山白

毛乌骨鸡，肥瘦相间、鲜美多
汁的太湖猪，炖汤清香鲜
美、肉入口酥嫩的缙云
麻鸭⋯⋯当我们惦记

“ 小 时 候 味 道 ”的 时
候 ，到 底 在 惦 记
什么？

仅 10.55 万 平
方公里土地的浙江，
是中国土地面积最
小的省份之一，看体
量 ，是“ 农 业 小 省 ”。
然而，单单列入省级畜
禽资源保护名录的地方
特色品种就有 41 种，涵盖
猪、鸡、鸭、鹅、牛、羊、蜂、鸽八
大类别。翻开《中国国家级畜禽遗
传资源保护名录》，在现存个体数和血统
家系数的双重“审视”下，全国34个省级行政
区仅有 159 种珍贵特色畜禽品种资源进榜。
其中，“农业小省”浙江足足占了 14 个，可谓

“畜禽资源大省”。
对于自家风味绝佳的“舌尖明珠”，浙江

人的保护传承意识向来深远。前不久，浙江
省畜禽遗传资源库在杭州临安正式动工，浙
江打造畜禽种业振兴的省级重要平台，又一
次在畜禽资源保护上率全国之先。

人们说，这是为地方特色品种的保护利
用，建起遗传资源和产业发展的“金库”。让
我们从三个不同维度的故事中，走近它，认识
它，理解它。

失而复得

在浙江省畜禽遗传资源库已投用的一期
临时库中，一只只巨大的液氮罐，存放着 29
个特色品种的17.6万份生物遗传资料。

冻精、体细胞、胚胎、血液⋯⋯它们被有
序按品类编号，装入专业容器，整齐存放在罐
内的多层支架上。

其中一个容器里，藏着近年浙西南山区
一次“失而复得”的惊喜意外。

“土猪肉”，是人们追求的一口老底子味
道。在老一辈人印象里，家乡的土猪总一身
黑毛，逢年过节的年猪宴上，咬一口土猪肉，
细腻柔软，唇齿绵香。

如今，年轻一代几乎不曾拥有这种体
验。菜市场、商超里，土猪肉的市场占比已经
从上世纪的超九成，下降至现在的 2%左
右。以杜洛克猪、长白猪、大约克猪为代表的

“洋猪”因其瘦肉率高、生长周期短的经济效
益优势，迅速占领全国养殖户的猪栏圈舍。
被大幅挤压生存空间的土猪悄无声息地走向
濒危与消失。

为支撑国人庞大的猪肉消费需求，国家
每年要从海外进口数万头种猪。由于核心种
源不在自己手上，这些进口种猪的优良性状
总是在繁育了几代之后退化，需要不断引进
才能保障生产。

在早已迈过温饱线的今天，不论是为摆
脱种源依赖，还是追求更高品质食材，经老祖
宗长期选育而来的优质地方猪种，再度受到
人们重视。

在温州市平阳县北港一带，人们一直有
个遗憾：当地肉脂兼用型的特色猪种“北港
猪”已 20 多年未见踪迹。3 年前，浙江开展
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过程中，调查
队接基层农户反映，当地腾蛟镇赤塯村一养
殖户饲养了某种不明品种的土猪多年。

会不会是“北港猪”？这一消息刺激了省
内各路专家的“神经”。于是，来自浙江大学、
浙江畜牧农机发展中心、省畜牧总站、省农科
院、温州市畜牧兽医管理中心、市农科院的专
家深入现场查验，最终认定该品种就是北
港猪。

此后，围绕这一地方猪种的扩繁和保种
行动，迅速地铺展开来。浙大专家团队负责
保种技术方案指导和基因测序、指纹图谱建
设，省畜牧总站负责遗传材料的收集、制作、
保存、鉴定、效果评估，当地各级农业部门具
体落实活体保种扩繁，建立系谱档案，记录饲
养数据⋯⋯

如今，平阳北港猪已拥有按国家级标准
改建一新的保种场，群体规模和家系数量稳
定上涨，扩繁至 300 多头。其中 4 公 7 母，11

头分属不同家系的北港猪均已
采 集 了 精 液 和 体 细 胞 ，冷 冻
保存。

在“活体保种”和“遗传材料保
种”的双重保险下，这种集“早熟易
肥、耐粗饲、适应性强、繁殖力高、体质
强壮、皮薄毛细、肉质细嫩”等优点为一身
的优质本土猪种，终于有望回归。

别样复活

在大海之滨舟山，养殖大户郑意胜投身
当地特色海岛品种“舟山牛”的保护已整整
13 年。2021 年，一期临时库投用之初，他就
积极筹措，请来省城和当地专家，采集制作
冷冻精液和胚胎样本入库。

郑意胜守护的，正是儿时海岛
春耕秋收的得力帮手、高大健硕
的优质役用牛——舟山牛。随
着耕地用牛时代的结束，该牛
种一度走向命运终点：纯种
舟山牛数量越来越少，濒
临灭绝。2011 年 6 月调
查，全舟山仅剩 40 余头
舟山黄牛，其中只有 20
来头可用于实际繁育。

郑意胜从 9 头牛、
一个家系开始，看书请
教，边干边学，将舟山牛
群体数量成功扩繁至 5
个家系、163头牛。

探索更多开发利用的
空间，才是优质地方畜禽品
种长久留存的动力。郑意胜
深知这点，他为昔日的“种田
牛”找到了另一种发展出路——
食用肉牛。

民间对牛肉的品质曾经有“一黑
二黄三花四白”的说法，黑牛的牛肉品质最
佳。舟山黄牛成年后就是黑毛，体格巨大，
肌纤维粗壮，脂肪少、精肉多，胶原蛋白也
多，牛肉口感好，营养佳。郑意胜抓住这点，
登门拜访了浙江籍中国著名畜牧专家陈
幼春。

“阅牛无数”的陈幼春，肯定了这一想
法。他告诉郑意胜，舟山黄牛确实为黑牛，体
型巨大，全国罕见，世界少有，作为海岛特色
牛品种，在体格和抗性上优于大多数大陆
牛。从肉用价值来说，陈幼春甚至认为，从体
型、重量、肉质等来看，舟山黄牛可以与颇受
食界追捧的“日本神户牛”媲美。

如今，郑意胜的牧场扩张到了 200 多亩
地，有 110 头遗传性状好、基因纯度高的“核
心群”种牛。他将部分牛肉少量投放市场，

“吃过的人都说鲜香美味，反复问我还有没有
卖。”

郑意胜有了更大的舟山牛“复兴”计划——
再用十年时间，培养出总量 200 头的舟

山牛“核心群”，尝试和省内外其他良种牛进
行杂交，繁育出更优质的肉牛品种；同时，逐
步开展商业化养殖，在牧场开发观光旅游、喂
牛体验等，促地方经济，带动更多农户致富
增收。

他说，待那时，舟山牛就真正地“活”了。

攻关进行时

最近，在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畈龙村，
浙江省畜禽遗传资源库二期工程正式开工，
预计2025年建成启用。开工当天，省农科院
畜禽种质创新基地也在此落户。

记者到访时，省农科院家禽遗传改良研
究室主任卢立志正埋头在一堆数据和试验报
告中。“做了一些微小的贡献。”他谦虚透露，
自己和团队为浙江省畜禽遗传资源库建设提
供了部分技术支持。

一期临时库内，灵昆鸡、丝羽乌骨鸡、白
毛乌骨鸡、萧山鸡、仙居鸡等 11 个浙江省优
秀地方鸡种的精液，已通过玻璃化冷冻技术，
被瞬间冷冻储存在-196℃的液氮罐中，需要
时可随时解冻使用。同时血液、组织等也保
存于超低温冰箱中。

这些浙江先民驯化千百年而得的土鸡土
鸭，因资源库的存在，其独到的优良性状得以

持续造福后人。
眼下，省农科院禽类专家团队与省畜

牧技术推广与种畜禽监测总站、省畜禽
遗传资源库等单位已完成“浙江省主

要鸡种遗传多态性和遗传距离的
研究”和“家禽精液冷冻技术及复
苏工艺研究”等课题。

“卵生动物的生殖细胞冷
冻保存比胎生动物更难，解冻
复苏之后的功能也会稍显薄
弱，研究起步也较晚。”卢立
志说。

如何提高禽类冻精在解
冻复苏后的配种受精率？这
个难题，目前世界禽类保种领

域尚未找到很好的突破方案。
现在，入驻浙江省畜禽遗传资源

库的专家团队，正展开持续不懈
的攻关。

“更多的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利
用项目正在规划中。”省畜牧技术推广

与种畜禽监测总站有关负责人透露，总体
投用后，这里每年都将实施科研项目超6项。

届时，41 个现有省内特色品种、更多新
发现并申报通过的本土品种，都将在此测定
并制作全基因组“分子身份证”，并由此获得
液相靶向芯片，像“ph 试纸测酸碱”一样，方
便地测出个体的品种纯度。

各路专家团队不仅可以在此利用胚胎移
植、体细胞克隆、原始生殖细胞应用等先进技
术，对濒危畜禽品种进行适时、有效复苏；还可
以有的放矢，高效配种，结合基因编辑等前沿
技术，每年培育1至2个国家级畜禽新品种。

有多少美味，曾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闪
光。收录在农业部典籍《中国家禽志》首位的
仙居鸡，古来多为台州仙居地区家家户户堂
前屋后自然散养，当地有民谚“逢九一只鸡，
来年好身体”，透漏出这种肉质鲜嫩爽口、体
态小产蛋好的特色鸡种，曾盛极一时。明太
祖朱元璋尝后十分喜爱，因其爪羽喙均呈现
黄色，故亲赐名“三黄鸡”，列为贡品。而今，
若不深入探寻，难以尝到正宗。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在快和美味之间，人
们一度做出了选择。可是，舌尖的记忆总是
在提醒我们：有些滋味，靠的是岁月不急不慢
的滋养。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浙江
人餐桌上的“舌尖明珠”经历了千百年的驯
化筛选、优胜劣汰。它们不应该消逝。

浙江建设省级平台保护利用珍贵特色畜禽品种资源

拯救舌尖上的“土货”
潮声丨执笔 来逸晨 肖暖暖 何冬健 本报记者 朱平 通讯员 王蕊 朱诗意

春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春天的你是不是已经在默默
憋减肥大招了？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 4 项 2024 年版食养指南，其
中《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年版）》《儿童青少年肥胖食养指
南（2024 年版）》（以下简称“食养指南”），为科学减重提供了

“官方指南”。
在不少人的认知里，只要保持运动就可以消耗能量，达到

瘦身减脂目的，或者用节食的方式也能瘦下来；减重期间，我
们为何要强调科学饮食，想控制体重怎么吃才合理？带着这
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主任医师张哲。

肥胖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近些年来，全球超重和肥胖
率正快速增长，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严重问题。

食养指南指出，2020年我国 18 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肥
胖率分别达 34.3%、16.4%。2019 年全国 11.98%的心血管疾
病死亡归因于高体质指数（BMI）。有研究预测，到2030年我
国成年人超重肥胖率可达65.3%。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肥胖？医学上有明确的衡量标准。
“体质指数（BMI）和腰围（WC）是我们医生判断肥胖的

两个重要指标。”体质指数是指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张哲介
绍，在门诊病人中，大家对这个衡量标准很熟悉，但对腰围

（WC）却有些陌生。
成年男性腰围（WC）大于 90cm，成年女性腰围（WC）大

于 85cm，就属于中心型肥胖，张哲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瘦胖
子”，“前不久就有一名女性肥胖者身高一米六，体重也只有五
十几公斤，体质指数是很标准的 22 左右，但一量腰围远远超
出85cm，是典型的腹型肥胖患者。”

张哲说，这样的肥胖很有隐蔽性，容易被大家忽视，带
来的风险也更大，“瘦胖子很多是出现了高血压、脂肪肝、高
尿酸血症等代谢性疾病，来医院检查后才发现是肥胖引起
的。”

肥胖的发生虽然受遗传、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共同
影响，但重要原因是机体的能量摄入大于能量消耗，从而导致
多余的能量以脂肪形式贮存在体内。

所以，膳食营养和身体活动是肥胖防治的两大重要影响
因素。

今年初，一部《热辣滚烫》让很多人羡慕起主演贾玲瘦身
成功。在网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减肥大军”来，尤其
是各种声称一周就减重10斤甚至更多的快速瘦身法、明星瘦
身法更是引人注意。

但记者发现，食养指南对较为理想的减重目标有着明确
的量化建议：6 个月内减少当前体重的 5%～10%，合理的减
重速度为每月减2kg～4kg。

“确实，减重速度并非越快越好，它肯定是个长期过程。”
之所以要“慢慢来”，张哲解释，这和肥胖的形成有关，除了遗
传、病理性肥胖，绝大多数肥胖患者体重的增加也是日积月累
形成的，过剩的脂肪慢慢在体内沉积，加上人体消耗太少，体
重自然就增长了。

短时间快速减重，多数依靠单纯的节食和过度运动，这
样容易对机体器官组织造成损伤。以节食、断食等方式来
快速减肥易造成营养不均或营养不良，降低抵抗力，损害胃
肠功能。而且，在快速减重中，体重的降低主要原因是机体
水分的丢失而非脂肪组织的减少，所以一旦恢复正常饮食，
身体为维持正常运作，重新补充水分，体重很容易快速
反弹。

既然肥胖是吃出来的，减肥还得靠吃来解决。
张哲表示，想要控制体重，最重要的是调整饮食，入口食

物要低糖、低油、少盐。在张哲的手机里有个“饮食打卡群”，
这是内分泌科、营养科、康复科组成的 MDT（多学科协作）团
队为减肥患者特别开出的“监督群”。

“每天，患者在群里晒自己的一日三餐，我们会对饮食
进行点评，提出建议。”张哲说，靠调整饮食，即便没有严格
按照科学减肥食谱吃的肥胖患者，一个月下来也能减轻
几斤。

科学性也是食养指南特别强调的。食养指南中鼓励主食
以全谷物为主，保障足量的新鲜蔬果摄入，但要减少高糖水果
及高淀粉含量蔬菜的摄入。动物性食物应优先选择脂肪含量
低的食材，如瘦肉、去皮鸡胸肉、鱼虾等。另外，还应优先选择
低脂或脱脂奶。

“很多人误以为减重时不能吃碳水，其实从膳食均衡的角
度看，碳水是三大能量中占比最大的，一般要达到 50%~
60%。”张哲表示，在选择碳水时，鼓励减重人群以全谷物为
主，适当增加粗粮，并减少精白米面摄入，同时一日三餐控制
总能量的摄入，食养指南里就给出了参考值，如男性每日能量
摄入控制在 1200~1500 千卡，女性为 1000~1200 千卡，“当
然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代谢率和一天的热量消耗进行
增减调整。”

此外，食养指南还为全国七个地区的肥胖人群，都制作了
个性化的四季减肥食谱，东北地区的有铁锅炖鱼，西北地区的
有羊肉汤，而华东地区的食谱里，出现了浙江人熟悉的四季鲜
货，比如眼下最当红的春菜马兰头和春笋，夏季的鞭笋炒肉、
西湖莼菜牛肉羹，秋季的清蒸梭子蟹、蛤蜊冬瓜汤，冬季的萝
卜炖羊肉⋯⋯

“其实减肥说到底，就是改变生活方式。”张哲表示，结合
当地实际，操作性强的食谱，更容易被减重者接受，也更有兴
趣长期坚持下去，最终达到生活方式的转变。

减肥还需
吃得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