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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的“灵魂”哪去了？

近期，一段“电风扇上装矿
泉水瓶”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引发
热议。从视频中可看到，操作者
将几个矿泉水瓶捆绑在一起，瓶
底剪掉，切面对准电风扇出风
口，瓶口朝外，表示这样即可吹
出冷风，“不用电，降温效果还堪
比空调”。

这个方法真的行之有效
吗？为此我们邀请了北京师范
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严大东，从物理学的
角度为公众进行解读。

问：自制神器成为空调“平
替”，真的有科学依据吗？

答：首先要明确的是，网传
在电风扇上加装矿泉水瓶代替
空调达到制冷效果的说法是没
有科学依据的。

总体上讲，电风扇输入了
电能，按照能量守恒定律，这只

会增加室内的总能量，并没有
把热量带到室外，因此称不上
是空调。

一个误解是，有人认为空
气在瓶中会压缩，然后在瓶口
处扩散出去，可以看成是“绝热

膨胀”，导致空气温度
降低。造成这一误解的
原因在于在空气被压
缩的过程中已经升温
了，而在瓶口处向外膨
胀降温只是相对于瓶
口已经升高了的温度
而言，何况这样的温度
变化很小。

问：塑料瓶中的空
气是怎么流动的？

答：风自矿泉水瓶
底吹入瓶中，由于瓶口
较小，风在瓶口处会产
生加速，因此，吹出的

风流速快。可能有人说，根据伯
努利原理，瓶口吹出空气的压
强变小。而同时空气被压缩体
积也会变小，这样根据理想气
体状态方程温度会降低。这一
观点混淆了理想气体方程的适

用性，它适用于平衡态，而由伯
努利原理导致的压强变小不是
平衡态。

综上所述，由于吹出的风
流速快，等效于电扇调高了风
速档，人体感觉上会凉爽，但温
度并不会明显降低，感觉凉爽
和温度降低是两种评判标准。

问：也有人称，将风扇对着
窗外吹，效果比对着室内吹更
好，这有科学依据吗？

答：如果周围环境能够提供
比空气更低的温度（比如说住在
平房，地面和墙壁的温度要比空
气温度低），这样如果把风向外
吹，会使补充进来的气流过地面
和墙壁，从而使温度有所降低。
前提是要做好风扇和窗户间的
密封，否则热空气会很快倒流进
来。这一做法等同于在墙上装一
个排风扇，因此没有太多的实用

价值。
问：从物理学角度，请老师

推荐一些居家降温小妙招。
答：上世纪 80年代在浙大

读书期间，我住的宿舍在一层，
夏天室内温度高达 32摄氏度。
曾经在书桌上放一盆水，在上面
用一个小吊扇对着这盆水吹风
（同时拉上窗帘），可使室温降低
2度。

物理学是一门基础学科，
更是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基础。
我们周围的客观世界，小到组
成质子、中子的夸克，大到整个
宇宙都是由物质构成的。希望
通过科普，可以帮助大家更好
地运用物理学知识去理性看待
网传“空调”的科学原理与实际
效果，激发大家对于未知世界
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据新华网

电风扇+矿泉水瓶,秒变“制冷神器”?

周日一早，北京市民白女士去
家附近的一家超市买水果。

从俄罗斯八号樱桃到宝露公
主橙，从蒂金西瓜到仙桃荔，水果
区售卖品种之丰富让人应接不暇。

“够新鲜，形状也漂亮，连名字都好
听。”但白女士还是犹豫了，“只有
一样美中不足：味道太甜了，我这
血糖偏高，无福消受啊！”

尝了尝刚买回来的晴王葡萄，
B站一位博主直接评价：“齁甜，甜

到剌（方言：刺激）嗓子。”确实，已
经有网友用“包着果皮的糖”形容
现在的水果。

水果真的越来越甜了？
是的。以西瓜为例，上世纪 80

年代的西瓜含糖量只有10%，目前
一些新品种的含糖量已突破15%。

有公开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
代的冰糖橙，含糖量大约7%，2006
年引进的爱媛橙含糖量达到9.5%，
近几年流行的王子甜橙，含糖量则

高达11%。即使口感没那么甜的蓝
莓，含糖量也达到10年前的5倍。

“不能再甜了，再甜水果就失
去‘灵魂’了。”白女士说。白女士所
谓的“水果的灵魂”，指的是具有特
殊香气的水果味。

还记得儿时水果各有魅力的
诱人果香吗？橘子有橘子的甘味，
芒果有芒果的清香，葡萄有酸也有
甜……为什么水果味正在离我们
的水果而去？

驯化成了“甜化”？

要想知道为何今日水果甜味
大增而水果味渐淡，先要问一问水
果的味道是如何“塑造”出来的。

“水果的味道是自然进化与人
工驯化交相作用的结果。”中国农
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
王怀松说。首先是进化的力量，也
就是在漫长的自然选择过程中，水
果为了更好地生存下来，一系列性
状得以彰显，“味道”就是其中之
一。

人工驯化的力量也不可忽视。
“举个例子，西瓜原始野生种瓤呈

白色，肉质硬、味道苦。人们从中选
择不那么苦的继续种植，逐步种出
有点发甜的西瓜，再从中选择更甜
的西瓜种子继续种植……成百上
千年过去，满足人类需求的味道
甜、色泽好的西瓜就成了主流品
种，这一驯化的过程，也使得西瓜
成为人们喜食的水果。”王怀松说。

值得注意的是，育种技术的因
素在当下日益关键，而这一因素的
发力方向，又与消费者心态、市场
逻辑息息相关。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今天，

中国消费者对水果最主要的期待始
终是“稳定的甜”而非“时甜时酸”
（苦就更不行了）。从果农到分销商，
整个市场也都受到这一偏好的影
响，大家都认定“甜的才好卖”。

在突显优质性状的基础上培
育新品种，是育种科学家的看家本
领，不过问题在于：“突显”这件事，
很难“鱼与熊掌兼得”——要“保
甜”，还要耐储存，就得牺牲一些水
果味。所以，白女士的忧虑归根结
底在于我们的育种技术暂时还没
有那么“全能”。

呼唤独特的水果味

心心念念水果“灵魂”的白女士仍想追问：“未来科
学家可不可以培育一些没那么甜，但果香馥郁的水果？”

在育种学界看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从理想的角度
说，大家当然希望育种技术能满足多维度的要求，所育品
种不仅有适宜的糖酸比，还有馥郁的水果香气，而且尽可
能无病虫害、耐储存，不至于刚买回家就腐烂变质。

然而，这在现实中实现难度很大。关键问题在于，水
果口味调控的机理非常复杂，今天的科学家尚未能完全
打开这个“黑箱”，厘清它的机制。

就甜度这一性状而言，水果甜度由含糖量决定，而
糖的形成涉及光合作用，以及糖的转运、合成与代谢等
多个生物过程，众多调控因子会施加影响，已经相当复
杂；更棘手的是，糖还是水果香气涉及的风味物质合成
的底物（近乎“前提”），糖代谢与风味物质代谢之间仍有
相互作用，更增加了口味调控的难度。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博士生冯
金璐拿葡萄举了个例子。葡萄遗传基础高度杂合，杂交
后代充满不确定性，仅应用遗传规律进行人工杂交和选
择，科学家很难指望目标性状（比如我们心中的“葡萄
香”）很好地保存下来，也就是育种效率相对有限。

所以说，既要口感，又要香气，还要稳定适度的甜，
这样的葡萄暂时还长不出来——更不必说再考虑耐储
存、耐虫害了。

虽然现实充满遗憾，但曙光也已出现。据介绍，精准
育种的探索已经在我国许多科研机构展开。

借力分子生物学的新进展，引入高密度遗传图谱构
建、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和多组学手段，像水果味这样的
复杂性状的遗传规律有可能得到更充分揭示，相应的辅
助育种技术也就有望落实于希望的田野。也许，白女士
的念想，将通过精准育种化为现实。 据《半月谈》

为什么现在的水果为什么现在的水果
越来越甜了越来越甜了？？

进入“日啖荔枝三百颗”的时节，水果摊旁这

样的确认却越来越多：“是酸甜，不是纯甜吧？”过

去“不甜不要钱”的吆喝，倒是不容易听到了。

什么时候起，水果成了人们“甜蜜的负担”？本来层

次丰富的水果味，为何到今天只有甜味“一家独大”？“又

香又甜”，什么时候能重新成为水果的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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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运河区通源小区（光明街）公寓楼，45平方
米，房龄新，新装修，地暖，飘窗，2楼/3层，个人房。

电话：13832738807 中介勿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