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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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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由精准育种化为现实。

文图均据新华社

眼看进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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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现在的
越来越甜了？

1

水
果
的
﹃
灵
魂
﹄
哪
去
了
？

周日一早，北京市民白女
士去家附近的一家超市买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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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主“DongDongGun”
直接评价：“齁甜，甜到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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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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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消费者都有同感：
而今不少水果只有甜味，水果
味已经寡淡了许多——“不只
甜，而且甜得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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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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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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离了相对匮乏的副食
供应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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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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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在超市选购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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