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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严谨的科学与流行文化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
花？据报道，近期，国际学术期刊杂志《动物学研究：多
样性与保护》发表了一篇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蜘蛛分类研究论文，其中详细介绍了新发现的园蛛科
6个属16个新种，而16个新种蜘蛛的名字命名全部来自
周杰伦的歌曲。

科研者的这一创意并非一时兴起。他们在为新物
种命名时往往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
条：在一个类群中不能重名。这意味着每一个新物种的
命名都必须是独一无二的，既要能够准确反映其生物特
征，又要避免与其他已知物种产生混淆。这样的要求无
疑增加了命名的难度，尤其面对大量新物种需要同时命
名的情形。这一次，身为周杰伦歌迷的米小其教授顺手
拈来，找到了独特的命名方法。

以周杰伦歌曲命名的倒带艾蛛、龙拳艾蛛等16个新
物种，其实是科研者在面对命名难题时的一次巧妙应
对。此前的物种命名传统，它们或是基于形态特征的描
述，或是源于发现地的地名，或是对某位科学家、名人的
致敬。此番用周杰伦的歌来命名，通过引入流行文化的
元素，科研者不仅成功地为这些新物种找到了独特的名

字，还增添了几分趣味性和人文色彩。
回顾以往，物种 命名的故事丰富多彩，它们背后往

往承载着发现者的情感、时代的印记，甚至是文化的传
承。只不过，科学术语往往给人以枯燥、高冷的印象，难
以触及普通大众的心灵。而此次以周杰伦歌曲命名新
种蜘蛛的做法无形中拉近了科研与公众之间的距离，让
更多人看到，那些看似遥远的生物瞬间变得亲切可感，
也让科研成果的传播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更重要的是，这一趣事为流行文化带来了新的“留
痕”方式。在以往，流行文化往往被视为短暂、易逝的存
在，而科研成果则代表着稳定、永恒的追求。当两者以
如此独特的方式相遇时，它们之间的界限被悄然打破。
这些以周杰伦歌曲命名的蜘蛛种类将随着科研文献的
流传与时间的推移，成为自然界中活生生的新文化符
号。

总之，以大家熟悉的周杰伦歌曲为物种命名，无疑
是一次大胆而富有创意的尝试。事实上，它非但没有损
害物种命名的基本原则，反而以一种更加生动、可亲近
的方式呈现了科研成果，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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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董歌曲命名物种 研究亦可“潮”一点

前不久，演员徐某在一餐厅劝阻男子抽烟一事登上
微博热搜。据红星新闻报道，修改后的《公共场所卫生管
理条例》将于1月20日实施，其中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
下列公共场所”第一项删除了饭馆、车马店、咖啡馆、酒
吧、茶座5处场所。“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引发热议。

长期以来，在室内公共场合“吞云吐雾”的现象备受
诟病。有人苦二手烟久矣，认为无论有否明文禁止规定
都不该在室内抽烟。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在没有张贴禁
止吸烟标志的场合为什么不能抽烟？加之，一些场所睁
只眼闭只眼、禁烟主动性不足，反倒给了吸烟者“底气”，
面对好言相劝态度嚣张不说，甚至还对劝阻者施以言语
和行为暴力。演员徐某的遭遇表明，尽管很多人认为

“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已是共识，但并非人人都能自
觉践行，在履行控烟责任上尚有模糊地带。其中一大争
议点在于对“公共场所”的界定上。

对此，不少专家表示，上述条例主要适用于卫生管
理，并不适用于一般的控烟的执法范围。若因此认为餐

厅等场所将无法禁烟，恐怕是一种误读。虽然多数地方
的控烟法规没有对公共场所作出定义，但多地都建立了
多部门执法机制，比如上海明确规定了餐饮业经营场所
的控烟工作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进行监督执法。事实
上，目前各地的禁烟标准、处罚依据和执法尺度不一。
鉴于此，社会上对于出台一部专门的全国性控烟法律法
规早有呼声。

公共场所禁烟不应有争议，但知易行难、任重道
远。《“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逐步实现室内公
共场所全面禁烟……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
降低到20%”。从这个角度看，进一步加强控烟宣传，完
善制度设计，明确标准规范，营造无烟、健康的公共环境
至为重要。对于“公共场所”，列举显然无法穷尽，不妨
就采取公共认知意义上最宽泛的理解，在地方实践中能
禁则禁、应禁尽禁，真正让文明吸烟成为自觉——而这
恰是控烟工作和公众健康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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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网信部门公布一批打击整治网络水军问题典
型案例。仅以其中的同质化文案引流炒作为例，在有的
网站平台上，多个账号批量发布高度相似帖文、短视频
等内容，恶意蹭热引流、挑动对立情绪，有的MCN机构
还组织账号批量炒作牟利，已经严重危害网络生态。

乏味的重复怎么就成了内容产业的突出问题？如
一位自媒体博主所说，流量即收益，短平快的“垃圾信
息”往往是收割流量的绝佳方式。正是在这一逻辑的作
用下，“谁火抄谁”“谁热蹭谁”堂而皇之地侵入公众视
野。这种情况下，博主辛苦几小时写的文章，恐怕还不
如“借用者”收益高。内容的“劣币”一旦泛滥，“良币”生
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甚至被淘汰掉。长此以往，真实
的需求和声音被横行的水军淹没，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遭受破坏，商家与平台的信誉又何在呢？

治理网络水军，难度为什么越来越大？问题的关键
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水军”正在变得越来越
智能化。它们不但有组织地刷分控评、刷量增粉、刷榜
拉票、刷单炒信，而且自动化地生成虚假评论和帖子，精
准地定位目标用户投放，迅速且频繁地规避平台检测。

可见，面对智能化的水军，必须有数智化的治理方法。
一者，强化全链条、全过程监管。其关键在于增强

识别与监控能力。网络水军往往拥有隐身的能力。它
们使用虚拟身份，惯用动态IP地址切换，模仿正常用户
行为，就是为了隐藏真实意图与来源，阻碍监管力量的
侦测和追踪。只有不断优化技术工具，精准识别水军的
行为，才能全面提升监管能力。二者，强化多元共治、协
同协作。其关键在于明确平台边界。面对规模化、产业
化的水军，平台必须担当起主体责任，有力推动形成良
好网络生态。譬如，加强实名验证和用户行为分析，强
化内容审核机制，实时标注和识别可疑账户，及时移除
违规内容，完善网民监督体系。此外，亟须强化联合监
管机制，如建立监管数据库，实现多部门信息共享与业
务协同。

当然，数智化治理需要与之匹配的制度机制。只有
充分整合法治资源，改变涉及网络水军法律法规相对零
散的状况，方能让数智化更好赋能精准治理，有效压缩
网络水军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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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网络水军须用“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