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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大草莓之外，生活
中还有很多看上和它们的同
伴长得不太一样的水果。比
如披着杏“外衣”的桃子，红
色果皮的杂交梨，大个头的
无籽儿葡萄等。

上海农科院林果所研
究员蒋爱丽表示，虽然很多
新品种的水果和蔬菜看上
去和普通果蔬不同，也容易
引人怀疑，但是其实大部分
的培育原理和杂交水稻差
不多，都是杂交育种之后经
过十几代的培养，选取需要
的品种进行大规模育种。
目前真正大规模育种的特
殊品种主要包括以下类别：
1、无核瓜果；2、一年多熟的
瓜果蔬菜。比如双季板栗、
双季花生、双季红薯；3、在
颜色、品质、产量、成熟期、
适种区域等多方面异于普
通瓜果蔬菜的新品种。

“很多人担心新的特型
的蔬果品种是通过转基因
技术实现的 ，这 种 想 法 是
因为对目前最先进的农业
知识缺乏了解。杂交技术
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育种方
式，也是目前育种技术中
最常用的方式。通过农业
技术的发展，可以得到很
多超越常人想象力的杂交
品种，而且很多已经被端上
餐桌。”

蒋爱丽表示，近几年
国内外都曾经举办过很
多巨型蔬果的比赛和展
示，这些蔬果的大小可能
超出人们的想象，甚至能

达 到 同 种 蔬 果 的 十 几
倍。那么这些巨型蔬果
能吃吗？理论上是可以
吃的，但为了追求巨大化
在营养和口感上可能不

如普通的蔬果。而且这
些巨型蔬果往往是作为
比赛或者观赏用，并不是
作为育种用，不能进行大
规模的生产。

蒋爱丽表示，目前“反
季节”蔬菜的概念被越来越
多的消费者熟悉，很多人担
心反季节蔬菜是通过激素
刺激生长的，而且会有大量
农药残留。其实反季节蔬
果指的是一些不在当季种
植，利用大棚温室制造出适
合蔬果种植环境的种植方

式，并非一定要用激素。
目前市场上一些杂交

水果和蔬菜经过培植可实
现一年两次或多次结果，
第一次结果一般成熟期比
普通品种早，而最后一次
结果较普通品种要晚。这
样的蔬果往往是通过杂交
育种，具备了抗寒或者其

它早熟的条件，但也往往
被误认为是大棚菜、反季
节蔬菜。其实蔬菜水果的
安全性主要是看农药的残
留问题，一些杂交新品种
本身具有较好的抗虫害能
力，反而不需要用太多的
农药，这样的蔬果反而是
比较安全的。

蒋爱丽表示，现在很
多消费者遇到一些个头偏
大，但是口感可能不佳的
水 果 都 会 想 到 膨 大 剂 、
催红剂这些植物生长调
节剂。认为是施用了植
物生长调节剂使得蔬果
快 速 生 长 ，导 致 口 感 不
佳。但这样的想法实际并
不科学。

对于生活中一些形状
怪异的水果，比如心形的

橘子，葫芦状的西瓜等，蒋
爱丽表示，这种异形水果
往往是通过两种途径产
生：如果是形状不规则，一
般是在授粉和施肥的过
程中出现了不均衡的情
况，一些水果会因此出现
个体变化，或者因为成长
过程中环境的因素，比如
外力磕碰，使得果肉组织
生长不均匀。但是这种情
况往往只发生在极少数的

个体上。
另一种情况就是人为

培育，在水果还是比较小
的时候通过模具定型，然
后成长过程中再对模具
进行调整，根据植物的可
塑 性 改 变 果 实 的 外 观 。
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异
形水果在市场上比较多
见，但这些都不能断定是
否过量使用了植物生长
调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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