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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莲蜜“喊冤”，澄清“非杂交”身世
□□ 王达新王达新

在五彩斑斓的热带水果世界里，榴

莲蜜以其独特的魅力脱颖而出，成为无

数食客的心头好。乍一看，很多人以为

榴莲蜜是榴莲与菠萝蜜的杂交品种，其

实不然。

榴莲蜜之所以被称为榴莲蜜，并非

因为它是榴莲与菠萝蜜的杂交品种，而

是因为它的气味与榴莲相似，口感、果

形、外皮等特性又与菠萝蜜相似，但果

实较小，皮较薄，因此得名。

榴莲蜜是桑科、波罗蜜属植物，又

名尖蜜拉、小菠萝蜜等，是一种珍稀热

带水果，原产于马来西亚，主要栽种于

泰国、越南、柬埔寨等热带地区。我国

台湾地区首先从马来西亚引进榴莲蜜，

之后，它被推广至福建、海南、广西、广

东和云南等地种植。

尽管榴莲蜜与榴莲在名字上有所

相似，但两者在多个方面存在着显著

差异。

一是科属关系。榴莲属木棉科常

绿乔木，而榴莲蜜则是桑科、波罗蜜属

植物。两者在植物分类学上属于完全

不同的科属。

二是外观特征。榴莲蜜与菠萝蜜相

似，果皮布满瘤状突起，外形呈长椭圆

形 ，成熟时果皮不开裂。而榴莲果皮坚

实，密布三角形刺，外形呈不规则球形，

成熟时外壳会自然裂开，露出果肉。

三是口感与香气。榴莲的果肉软

糯多汁，入口即化，带有浓郁的果香和

独特的臭味；而榴莲蜜的口感则更加清

新，甜度适中，香气四溢，没有榴莲那种

强烈的臭味。

四是营养价值。两者都富含营养

成分，但具体含量有所不同。榴莲蜜在

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方面表现

出色，而榴莲则以其丰富的蛋白质和脂

肪含量著称。

由此便知，榴莲蜜与榴莲并无亲缘

关系。而事实上，榴莲蜜与菠萝蜜均属

于桑科波罗蜜属，这表明它们在植物分

类上具有非常近的亲缘关系。众所周

知，在植物学研究中，同科同属的植物

往往具有相似的遗传特性和生物学特

征。这种相似性不仅体现在它们的形

态特征上，还可能包括一些生理和生态

习性的相似性。在外观特征上，榴莲蜜

与菠萝蜜的果实外形均呈椭圆形或圆

形，且外皮颜色相近，多为黄绿色或棕

黄色。

此外，两者的果实表面都具有一定

的纹理或瘤状物。在果实结构与口感

方面，榴莲蜜与菠萝蜜的果肉质地和口

感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它们的

果肉都较为细腻且多汁，同时带有独特

的香气和味道。这些相似性使得榴莲

蜜在外观和口感上很容易与菠萝蜜混

淆。因此，榴莲蜜与菠萝蜜可以被视为

同一科属内的近缘种。

目前，在我国南方地区，榴莲蜜属

于新兴的热带水果品种。例如在海南，

虽然引进时间不算太长，但榴莲蜜已逐

渐成为当地百姓增收的“甜蜜”新兴产

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消费者

对新奇、特色水果的需求不断增加，榴

莲蜜有望在热带水果市场中占据一席

之地。

（作者系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助理

研究员）

近期，北京、山东、江苏等地的连

翘、迎春花竟上演“春花冬开”。春花

冬季盛开究竟是什么原因？到了春天

它们还会再开花吗？

温度、光照、水分等因素
会影响植物开花

我国素来被称为“世界园林之

母”，花卉资源非常丰富、种类也千差

万别。就像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一众

花卉的开花时期也不尽相同。花期

的千差万别主要源于不同花卉的生

物学特性和生态习性的差异，或者说

都脱离不了遗传基因和生态环境的

影响。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这说明植物的遗传稳定性是普遍存在

的，遗传因子的变化过程相对漫长。

不过，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能够从基因

层面改变花卉的自然花期，或提前、或

推迟、或延长、或连续开花等。借助高

科技，花期的转变，似乎易如反掌。

生态环境对花卉生长发育的影响

非常明显。诸如温度、光照、水分、养

分、土壤和空气等生态因子，都会影响

花卉的开花。尤其是温度，它是影响

植物开花的重要环境因素，通过调控

植物的光合、呼吸、蒸腾等重要生理代

谢过程，影响花卉的生存和生长发

育。利用温室或者冷库，根据花卉的

不同生长习性，人为设置适合花卉花

芽分化和花蕾发育的温度，也可调控

花期。

有些花卉需要在强光下开放，如

半枝莲、郁金香等；有些花卉在傍晚

开花，如紫茉莉、晚香玉等；有些花卉

则在晨曦中开放，如亚麻、牵牛等。

由此可见，光照也是影响花卉开花的

一个关键生态因子。人们通过增加

照明设施或者搭建遮阴网，以加光或

者遮阴的形式，调控花卉提前或者延

后开花。

为了延续后代，聪明的植物也通

晓如何适应干旱等逆境。它们通常会

在短时间内，完成开花结果的整个繁

衍后代过程。所以，在满足其生长需

求的条件下，通过控制浇水次数和浇

水量，也可促使植物提前开花。

除此之外，化学控制法和修剪控

制法也能调控花卉开花节奏。前者是

利用不同生长调节物质打破花卉休

眠，加快花卉生长发育。后者则是通

过摘心、修剪、摘蕾、剥芽、摘叶、环剥

等措施，实现花卉开花的提前或延迟。

“春花冬开”也是自然现象

植物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感知环境

变化。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冬季，平

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据国家气候

中心监测，2024 年是我国有完整观测

记录以来的最暖年份，也是全球有气

象记录以来的最暖年份。

而温度的升高对植物整个生长周

期来讲，影响很大，它们最直接的感觉

就是“春天来了，我可以开花了”。这

就出现了“春花冬开”。其在海棠、玉

兰、桃花、丁香等植物中较为常见。

“春花冬开”虽然反常，但也有规

律可循。它是植物在应对异常气候时

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种“应激反应”，属

于自然现象。虽然开花会消耗能量，

比如连翘、迎春花在冬季提前开放后，

到了次年春天就不会再开了。但因为

“春花冬开”是局部行为，仅有部分枝

条或者单株发生，所以，对次年春季整

体开花影响有限，不会妨碍次年春季

大部分花朵的正常盛开。

诸如以上各项调节花期的措施，

其实都是智慧的劳动人民向大自然学

习的结果。我国古代就总结了通过温

度升降改变花期的经验，比如，宋代有

沸水熏蒸人工催花提前开放的记载，

明代有牡丹促成栽培方法，清代《花

镜》中记录了“变化催花法”，都是佐

证。因此，我们更应该“师法自然，道

法自然。”在大自然中，认真观察和细

心体会，发现问题和特殊现象，及时总

结规律和经验，让千姿百态的花卉，在

一年四季的不同时空中穿梭，为大家

带来美好体验和幸福感受。

（作者系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

究院正高级工程师）

这些春花为什么冬季盛开
□□ 李李 俊俊

图为1月5日，江苏苏州盘门景区迎春花含苞欲放。视觉中国供图

图①①：表皮金黄的榴莲蜜。 王达新 摄

图②②：圆球形的菠萝蜜。 王达新 摄

图③③：外表棱角分明的榴莲。 刘咲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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