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属于易上火体质，家里常备有梨，
也喜欢尝试不同的口味。安徽的酥梨、河
北的雪花梨、辽宁的秋子梨、山西的黄
梨、河南的孟津梨、甘肃的冬果梨、四川
的雪梨、新疆的库尔勒梨，甚至是欧美国
家的西洋梨，都曾经甜蜜过我的味蕾。

人类对于甘甜的渴望，源于我国西南
部一种个小、酸涩的东方梨，一步步变成
我们想要的口感和模样，并且形成了较大
差异的栽培种群。梨树因此成为我国继苹
果、柑橘之后的第三大栽培果树。

梨树是典型的自交不亲和物种，也就
是说，在梨树的花朵里，雄蕊上的花粉，
落在自身柱头上时，花粉不能正常萌发，
无法完成受精作用，因而不能正常结实。
不仅如此，梨树的同一品系内异株花粉
间，也不能受精结实。这些特点使得梨的
杂合度非常高，品种资源间存在着广泛的
基因交流和遗传重组。所以，梨的遗传背
景以及“族谱”，是很难厘清的。

但这一点儿也不妨碍我们喜欢吃梨。
作为老百姓，我吃得最多的梨，大概是是
一种名为雪花梨的品种。后来查了资料，
得知这种梨产于河北赵州，和当地的赵州

桥一样，是一个很有名望、让人受益的存
在。据说秦汉时期，雪花梨就被选作贡品
进贡朝廷，乾隆皇帝称它“大如拳，甜如
蜜，脆如菱”。一口咬开金黄色有点点小雀
斑的果皮，即刻露出似雪如霜的果肉，脆
嫩香甜，汁水四溢。咀嚼时有一种轻微的
颗粒感，这是梨区别于苹果、香蕉、柑橘
等水果特有的口感，是它体内的石细胞团
在提醒你，可别吃到果核哦。

石细胞团是梨果里质地像沙子一样粗
糙的厚壁细胞组织，颜色也比其他部分深
一些。这种细胞团的作用，一来保护种
子，二来起到支撑作用。

大家喜欢吃梨，除了汁多甘甜，还有
一个原因是梨拥有滋补止咳的功效。将

“梨”字分开，即是“利木”，梨树被称为
“利树”，还有个正能量的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赵县大部分老百姓患
有咳嗽，咳得地动山摇，用尽各种办法都
不起效，多人相继故去。王母娘娘受玉皇
大帝之托，带着一棵树苗，变身一位老妇
人来到此地，把树栽好，告诉大家吃这棵
树上结的果子，就能治好咳嗽。人们依言
而行，咳嗽果然痊愈。后来，人们纷纷从
这棵树上剪枝扦插，从此这里的人们再也
不受咳嗽折磨了。人们觉得这种树对老百
姓有利，就叫它“利树”。再后来，仓颉造
字时，看它是果木，便在“利”字下加了
一个“木”字，“梨树”一名因此而来，树

上结的果子，自然叫作“梨”。
东汉末年，梨因为一个人、一个美德

故事而有了别样的存在感。这个故事就是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孔融让梨”。从此，每
每看到梨树或吃到梨，许多父母便趁机教
导子女要谦让。

我国最早记载梨的古籍是《诗经》：山

有苞棣，隰有树檖。翻译一下就是：高高
的山上有茂密的唐棣，洼地里生长着如云
的梨树……《诗经》的成书年代在春秋中
期，所以，春秋时期被认为是我国梨树栽
培的最早时期。

梨 树 也 被 称 为 “ 利 树 ”
□□ 文/图 祁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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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这是喜欢
吃辣椒的三种境界。近日，美国人埃德·柯
里培育出世界上最辣的辣椒“辣椒X”，已
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其平均辣度达
269.3万单位，是之前最辣辣椒“卡罗来纳
死神”的1.6倍。

影响辣椒辣度的因素有哪些？中国农
业大学教授、辣椒育种专家沈火林告诉记
者，首先，遗传控制辣椒素合成基因有差
异，造成辣椒素类物质含量不同。辣味是
由于含有辣椒素类物质造成的，它主要包
括辣椒素、二氢辣椒素等成分。

其次，辣度与温度、光照、水肥等环

境有关。比如，光照比较充足、温度适合
其生长，辣椒素的含量相对会高一些。温
度太低会导致辣椒素含量下降，这是因为
辣椒素的合成过程被阻断。

另外，土壤里面的营养元素也会影响
辣椒的辣度，如土壤中含氮量较为丰富，
辣度就轻一点。生长在山地等贫瘠地区的
辣椒比较辛辣，就是土壤缺乏氮元素所致。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辣椒消费国，辣椒
年产量稳居世界第一，种植范围覆盖全国
28个省（区、市），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在

《中国辣文化报告》中显示，2021年，我国
吃辣人口已超过5亿人。

大家为什么喜欢吃辣椒？沈火林解释
说，最初，大家喜欢吃辣椒，是因为在一
些相对比较潮湿的地方，它有助于人们出
汗，起到排湿作用。另外，它在有的地方
被称为“下饭菜”。

辣椒之所以让人觉得辣，是因为里面
有辣椒素，这种香草酰胺类生物碱会和人
体感觉神经元中的神经受体结合，让机体
以为受伤，开始不断分泌内啡肽，让人感
觉到兴奋和愉快，因此我们就会爱上吃
辣，享受吃完后“痛并快乐着”的感觉。

沈火林称，新鲜辣椒中维生素 C、维
生素B6和类胡萝卜素含量相对比较高，适

量摄入有降低炎症反应作用，利于消耗热
量，同时它也能促进食欲。但是，要注意
烹饪方法，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和生活方
式理性吃辣。

气象万千

秋高气爽，花果飘香，京华大地五彩斑
斓。这不仅是市民游客纵赏彩叶的最佳时
段，也是观鸟赏花、品果采摘的好时节。10
月 20 日，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
到，为推动首都花园城市建设，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北京市将充分
整合彩叶、花卉、果品等生态资源，重点推
出百条“最美金秋路”、百个“最美赏秋
园”、百片“最美多彩林”和百项赏秋生态
文化活动，并制作发布“多彩京秋”导览示
意图，邀请市民走出家门，共同感受北京最
美的季节。

彩色树种造林，让大地披上“五
彩花衣”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动园林绿化高质量
发展，首都生态环境品质不断提升，已形成

“三季有彩，四季常绿”的城市景观。
生态景观见证着首都园林绿化事业发展

的变迁。2002年，彩色树种造林工程启动，
在京郊地区平原和山区交界的前山脸地区栽
下黄栌、红枫、槭树等彩叶林 40 多万亩，
为拱卫京华的绵延山川披上了“五彩花

衣”。已经持续 8 年的增彩延绿工程，完成
了栓皮栎、“丽红”元宝枫等85种新优乡土
植物的繁殖研究，让市民在深秋也能感受勃
勃生机。

尤其是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凭
借“乡土、长寿、抗逆、食源”的标准，优
选出160多个植物品种，让北京森林绿地中
的景观愈加多彩。

浪漫秋色，走出家门路路赏美景

随着北京城市色彩的不断丰富，北京观
赏彩叶景观的好去处也是越来越多。

今年，全市园林绿化部门推出了百条
“最美金秋路”、百个“最美赏秋园”、百片
“最美多彩林”和百项赏秋生态文化活动，
大家金秋赏叶大可不必扎堆香山，走出家门
即可遇见浪漫秋色。

路路赏美景。每到秋季，无论是城区热
闹的林荫道，还是郊区蜿蜒的乡村路，金黄
的银杏、元宝枫等彩叶树种，成为大家路途
中的“植物伴侣”，全程移步易景，美不胜
收。每日重复的道路不再枯燥，反而能带来
一整天的好心情。

园园见金秋。北京市已有各类公园1050
个，丰富的植物品种、优美的园林景观，让
市民出门赏秋有了就近选择。东城区地坛公
园的银杏大道，每到深秋，树下满地金黄
色，漫步在银杏叶铺成的大道上分外惬意；
石景山区八大处公园10余种10万余株的秋
色树种从山下蔓延到山顶；十三陵国家森林
公园蟒山景区内的170余种花草树木宛如一
幅五彩油画……

山山见红叶。北京市首次推出上百片大
尺度彩叶林景观，由于植被面积大，树种丰
富，色彩层次多，无论您是登山远眺、驾车
穿行还是林中漫步，那如火的红色，灿烂的
金色，在无边绿色的映衬下，就好像打翻了
的调色板，带来北京秋季森林景观独有的视
觉冲击。海淀区后沙涧村温阳路东425亩的
黄栌、五角枫、栾树、银杏、红枫等一到秋
天竞相争彩；延庆区八达岭镇南山环线东曹
营至小浮沱村近 2000 亩的彩叶林，将迎来
最佳观赏期。

赏花品果，生态之美成就多彩生活

在这迷人秋季，您不仅可以看到北京斑

斓的秋色，还可以全方位感受首都园林绿化
建设带给您的绿色福祉——“鸟语花香，果
蜜甜”。

赏花。秋日赏菊正当时，以“菊韵金
秋，多彩京城”为主题的北京菊花文化节正
在进行中，展期将持续到11月20日，国家
植物园 （北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北
京国际鲜花港、紫竹院公园、北京世界花卉
大观园、陶然亭公园、房山长阳公园等展
区，共打造菊花观赏面积20余万平方米。

品果。如今正值苹果成熟季节，京郊66

个通过安全认证的规模化苹果采摘园喜迎宾
客。尤其在昌平举办的北京首届苹果嘉年华
暨第二十届昌平苹果文化节，以及半程马拉
松及公园健步走等特色活动，广大市民可以
前往参加，体验绿色健康美好生活。

蜜甜。北京蜂产业总产值1.2亿元，在
助力乡村振兴和满足城乡居民消费生活需要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活动期间，密云
区蜜蜂大世界科普基地等8家蜂业养殖、展
览场所，可向市民提供科普、体验和游览等
活动。

10月20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对外发布首张《北京市观鸟路线图》，共5
条观鸟路线，带您踏上一场寻觅自然之韵的奇妙之旅。

第一条路线：“水乡湿地，长城文化”。它从沙河水库到野鸭湖湿地，沿
途宽广的湖泊、草地和沼泽中，可以欣赏到丰富多样的水鸟，这条路线同时
穿越了秀美的十三陵水库，跨越了巍峨的长城，沿途的山丘和松林呼应了中
国伟大的长城文化。

第二条路线：“皇家园林，京西浅山”。这一观鸟路线将带您穿越北京的
皇家园林和宁静的山脉，在西山百望山看猛禽翱翔，到颐和园赏小天鹅起
舞，唤起大家对自然的敬仰和对历史文化的深思。

第三条路线：“山河永定，自由翱翔”。将带您看鸟类在山河间自由翻
飞，金雕在山巅翱翔，褐马鸡行走在山间，黑鹳在这里繁衍后代。

第四条路线：“滩涂生态，河畔鸟韵”。沿河畔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以及生物多样性的魅力，不老屯滩涂湿地聚集成群的灰鹤，潮白河流域是各
种水鸟的家园，大运河则见证了丰富的历史文化。

第五条路线：“中轴古迹，鸟类邻居”。其将古迹、城市公园与观鸟完美
结合，让您在欣赏城市文化遗产的同时，近距离感受自然之美，观察身边的
鸟类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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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因为梨园，笼上一层风雅的
光环。鸭梨，其实是古代“雅梨”的通
假称呼。

公元705—710年唐中宗时，梨园只
不过是皇家林苑中与桃园、桑园和枣园
并存的一个果木园。果园中设有宫殿、
酒亭和球场，供皇亲国戚宴饮娱乐。后
来，经唐玄宗李隆基倡导，梨园由果木
园逐渐演变成为唐代一座教习歌舞戏曲
的“艺术学院”，这是世界上第一所国立
歌舞戏曲学院。由于排练歌舞是在一株
株梨树间，所以取名为“梨园”。李隆基
出任“梨园”院长，不仅为梨园创作了
大量节目，而且发动诗人贺知章、李白
等为梨园编撰节目，梨园因此在历史上
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现在，我们说戏
曲时，仍然不时听到梨园这个名字，戏
曲艺人则称自己为“梨园弟子”。

北京推出百条北京推出百条““最美金秋路最美金秋路”、”、百个百个““最美赏秋园最美赏秋园”、”、百片百片““最最
美多彩林美多彩林”，”，并制作发布并制作发布““多彩京秋多彩京秋””导览图导览图————

图为北京十三陵国家森林公园蟒山景区红叶。 何建勇 摄

带着观鸟路线图
踏上奇妙之旅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野鸭湖观鸟野鸭湖观鸟。。（（图片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供图片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供））

梨园：古代“艺术学院”

世界最辣辣椒问世

辣 椒 为 啥 这 么 辣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在我国成语中，“白云
苍狗”也很著名，典出杜甫

《可 叹》：“ 天 上 浮 云 似 白
衣，斯须变幻为苍狗。古往
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
有”。是安慰他的朋友王季
有，缘由是他妻子嫌他穷和
他离婚了。其实，王季有人
穷志不穷。所以诗题叫“可
叹”。他用的比喻是云，因
为云的变化大且很快，白衣
变成了黑狗，连颜色和形状
都变了。所以这个成语也叫

“白衣苍狗”。
实际上，在成语中，表

示“不久长”“很快消失”
的事物，常常并不用“白云
苍狗”，而用“露”“霜”一
类气象名词。例如，“人生
如朝露”“危如朝露”“春露
秋霜”等，因为太阳一出，
霜露很快就蒸发了。

有趣的是，有些辞典还
收录了“露水桌子”成语，
典出 《笑林》，有人偶在有
露水的桌子上，用手指戏写

“我要做皇帝”。被仇家发
现，背上桌子上官府告他谋
反。不料官员外出，桌上露
水不久消失。审问中还只好
编谎话搪塞，成为笑柄。类
似情况还有商务印书馆2022
版的《成语大辞典》的“露
水夫妻”。

其实，在成语中，如按
气象名词分，最多的还是
风。例如在我选出的有关气
象成语共 395 个，而风占了
119个，大约30%。大到影响
国计民生的“风调雨顺”，
由于我国是季风气候，季风
调则雨水顺，人们才能丰衣
足食。反之，如果季风不
调，进退异常，就会出现大
面积旱涝。明末李自成起义明朝灭亡，就是与我
国北方连续5年大旱有关。“五风十雨”是“风
调雨顺”的同义语，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就是
气候正常。因此才有“靠天吃饭”“顺天应时”
成语之说。

在过去文人墨客的诗词成语之中，多有“风
花雪月”“吟风弄月”等成语。这里讲一个“风
月无边”故事。据报道，有一批日本客人到泰山
旅游，见到石碑上刻有“虫 （虫字上还有一撇）
二”，导游也不解。后来有人问郭沫若先生，回
答竟是成语“风月无边”。原来风月两字去掉了
边，就是这两个字。因为繁体字风字中间，就是
虫字上加一撇。

此外，古行旅诗词中多有“风餐露宿”“饱
经风霜”“接风洗尘”；若旅途顺利时“风淡云
轻”“风平浪静”“风雨无阻”“风雨同舟”“乘风
破浪”，不顺利时“狂风暴雨”“风刀霜剑”“风
声鹤唳”“风吹草动”“风言风语”，甚至“听风
是雨”。但也许都查无实据，即“捕风捉影”“空
穴来风”。最后还有“风烛残年”“风中之烛”等
形容年老多病，行将死亡等。

最后，说说“山雨欲来风满楼”成语。形容
在大事发生之前，一般都有征兆。例如，阵雨前
会刮阵风。但是据我研究，实况却多数相反，即
风后一般不会下雨。

原来，这个成语多是说夏日雷阵雨。发生雷
阵雨的积雨云中，上升气流以前部最强，但其中
的雨滴上升到云顶后，会继续向后流到积雨云后
部才下降，下降时把雨滴附近的空气也带动一起
下降。其带走的空气空缺，从积雨云后部云外气
流夹卷进来补充。但由于云外空气一般不饱和，
因此会降低云内空气相对湿度，湿度的降低又加
速了云内的雨滴的蒸发而降温，使下降气流密度
增大，降到地面形成中小尺度雷暴高压，其气压
梯度可以很大，高压产生的大风遂迅速吹向四
方，这就是雷阵雨（雷暴）大风。其中向前的大
风会迅速超越积雨云前部的雨区，而先期到达观
测者，这就是雷雨时先风后雨的原因。但是因为
雨区只发生在积雨云经过的狭窄路径上，因此对
于大风所及广大地区而言，其中大部分地区便只
有大风而没有阵雨。

（作者系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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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家门走出家门，，与浪漫秋色撞个满怀与浪漫秋色撞个满怀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