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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植物”龙舌兰：
花开即亡 向死而生

我市开展全市建设工程
消防验收工作人员实操培训

平底锅上的油，为什么总是铺不平

□魏妮娜

龙舌兰是在植物园、花市、南方的
街边绿化带经常出现的常绿大型草本
植物，它的花极为罕见，开花之后便
凋亡，所以又被称为“世纪植物”。

一生只开一次花

开花对于植物来说是大事，事关
生存繁衍，意味着迈向生长的新阶段，
龙舌兰为开花这件事已准备多时。有
着“世纪植物”之称的龙舌兰，在度过
漫长的营养生长期之后才会开花，一
般为8~25年甚至更久，而且大多数种
类的龙舌兰一生只开花结果一次，可
想而知，开花对于龙舌兰的意义非凡，
如果能见到龙舌兰开花，那也算足够
幸运。

没有开花前，或许你多次路过，好
奇过它弯曲又不乏舒展的宽大叶片，
也感受过它布满纤维的坚韧质地，触
摸过它叶边缘整齐排列的防身利刺。
它叶片的形状不仅会让人联想到动物
的舌头，甚至还能感受到带有刀光剑
影般的武侠气息，气场十分强大。于
是，独特的叶片形象深深地留在了你
的脑海里。

直到有一天，高大粗壮的花序从
莲座状的叶丛中伸出，比成人的身高
还要高出许多，犹如一棵挺拔的乔木，
花序的上端多有分枝，分枝上布满了
黄绿色的花朵，细长的花丝格外突出，
花朵一团团紧挨着，远远看去，就像夜
空中绽放的烟花，绚烂璀璨。

可充饥可酿酒，还是纤维来源

龙舌兰属植物约300种，原产大
洋彼岸的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且墨
西哥的种类最多。作为美洲文明里的
主要农作物，龙舌兰与玉米、南瓜、马
铃薯等一起，与墨西哥早期的原住民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据考古发现，在墨西哥南部的干
燥洞穴中，有先民遗留下来的龙舌兰
咀嚼残渣，龙舌兰在当时已成为印第
安部落的重要食物来源之一。

食用部位便是龙舌兰的地下鳞
茎，在削去叶片后，会露出像大菠萝一
样的鳞茎，里面富含淀粉，但直接生吃
口感极苦。当地人会进行烘烤后再食
用，除了无法消化的纤维，鳞茎里的营
养成分就都可以被人体吸收了。时至

今日，墨西哥南部瓦哈卡河谷的印第
安人仍保留着这一古老的饮食传统。

一次机缘巧合的自然发酵，使先
民首次品尝到龙舌兰酒的滋味，他们
发现将龙舌兰酒与水果一起调配饮
用，口感甚佳。这样的饮品，在古代
常用于祭祀这样的大场合，被称为

“众神的饮料”。
后来，西班牙人来到了美洲大陆，

在自然发酵的基础上，带来了欧洲的
蒸馏技术，还改进了酿酒工艺。到了
现代，龙舌兰酒的种类更多，其中最为
知名的要属特基拉了。被誉为墨西哥
国酒的特基拉，原料来自一种蓝色龙
舌兰，是墨西哥小镇特基拉的特产。
当地人饮用特基拉时常佐以盐和柠檬
片，似乎将微咸的海风和酸甜的果香
也一并饮下了。

除了食用以外，龙舌兰属植物是
世界著名的纤维植物之一。勤劳智慧
的墨西哥先民充分利用了叶片里的植
物纤维作为编织与造纸的原料，用于
提取纤维的龙舌兰种类有剑麻、灰叶
剑麻、马盖麻等，在促进手工技艺的同
时，也极大地丰富了生活物资。

当用于提取纤维的龙舌兰传入欧
洲后，1750年欧洲开始用剑麻纤维制
造船舰的绳索，后来逐渐传到美国、东

非、印度、东南亚及中国台湾、福建、海
南、广东和广西等南部一带种植，用于
制造舰船绳缆、各种帆布、麻袋绳索
等。

干旱环境里的绿色生机

在中美洲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一年可分为两季，即干燥的冬季（10
月至 5 月）和持续多雨的夏季（6 月
至9月），要在漫长的缺水环境下生
存下来，要求植物拥有良好的适应
能力。在许多农作物都无法生长的
荒漠化地区，龙舌兰（主要食用鳞
茎）常与仙人掌（主要食用嫩茎和果
实）一起，成为墨西哥先民全年都可
以收获的食物。

在阳光炙烤的干旱环境里，龙舌
兰自有一套生存法宝。一是它厚实的
叶片和鳞茎可将水分储存起来，二是
能减少水分的蒸发。多数龙舌兰属植
物叶片外部具有较厚的角质层，气孔
下陷，气室开口处有纤毛，海绵组织发
达，是典型的旱生结构。

龙舌兰叶片上的气孔在炎热的白
天关闭，到了凉爽的夜间才打开吸收
二氧化碳，通过羧化作用形成苹果酸
存储起来。等到了白天，苹果酸通过

脱羧产生的二氧化碳参加光合碳循环
后，又合成了碳水化合物，这是一种独
特的碳固定方式，即景天酸代谢途
径。一些生长在热带干旱地区的多肉
多浆植物常采用这样的代谢方式。

在有着“多肉植物天堂”之称的墨
西哥高原上，常常可以见到由大片柱
状仙人掌、龙舌兰，以及一些耐旱的多
肉多浆植物组成的壮丽景观，充满了
浓郁的美洲热带风情。

龙舌兰与芦荟的区别

龙舌兰在传入我国南方后，由于
外形与栽培历史更长的芦荟相似，闽
南一带又把龙舌兰称作“番仔芦荟”。
曾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先生，在回
忆恩师藤野先生的文章里还提到了龙
舌兰，“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
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
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
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
美其名曰‘龙舌兰’。”

不过，龙舌兰与芦荟实为两种不
同的植物，连亲戚都算不上。虽然二
者都是多年生的常绿草本植物，但科
属不同，龙舌兰属于天门冬科龙舌兰
属，芦荟属于阿福花科芦荟属。相较
大部分龙舌兰种类一生只开花一次的
习性而言，大部分种类的芦荟是可以
多年开花的。

此外，在出叶方式和花序上，二者
也有显著的不同，龙舌兰的叶片呈莲
座式的排列，大型圆锥花序，且花序上
分枝多，雄蕊远长于花被；而芦荟的叶
片近簇生，总状花序，不分枝或有时稍
分枝，雄蕊与花被近等长或略长。

不开花，叶片也很有看头

龙舌兰属植物形态各异，有粗犷
高大的种类，例如暗绿龙舌兰最长叶
片可达3~4米；还有小巧的盆栽种类，
例如棱叶龙舌兰，叶片少而小，最长的
叶片也不到30厘米；它的许多种类都
极具观赏性，常见的有金边龙舌兰、银
边龙舌兰、礼美龙舌兰等。

将中小型盆栽置于室内，不仅能
美化环境，还能净化空气，而较大型的
品种还可用于南方的道路绿化，鉴于
其拥有较强的耐旱能力，运用到岩石
花园与屋顶花园，也能有不错的表现。

开花是新生命历程的开始

开花后的龙舌兰植株会因为营养
消耗殆尽而逐渐走向凋亡，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如果授粉成功后，会结出长圆形的蒴
果，即使没有授粉，花谢后的花序上也
会长出若干珠芽，这些珠芽看起来就
像迷你版的龙舌兰，这就是植物无性
繁殖的一种方式。

当成熟的珠芽落到地面上遇到适
宜的土壤环境时，会成长为新的龙舌
兰，承担着种族延续的使命。

龙舌兰的花期较长，从长出花序
到完全绽放会持续数月，似乎要将最
美的一幕以慢镜头的形式呈现，然后
等候赏花人的到来。

□Skin

做饭时，把油倒在平底锅里，摇晃
平底锅将薄薄的一层油铺平，这样加
热时能防止粘锅，这可能是很多做饭
人的经验。

不过，有件事情可能会让人觉得
很奇怪：为什么平底锅上的油总是铺
不平？只要一加热，锅底的油就会自
动流向两边，而这样也更容易让煎的
食物粘锅。难道平底锅本身不是平的
吗？

事实证明，这种现象不仅与锅有
关，也与油有关。

平底锅的底并不平

首先，有些平底锅并不是“锅如其
名”，因为它们的底部并不是平的。有
些锅用着用着，就会自动弯曲。这是
因为太薄的平底锅很有可能在温度的
快速变化下变形，也就是在加热时膨
胀。

为此，有些锅为了适应这种热
膨胀，可能在本身设计的时候就保
持了一个中间凸起的形状。这个原
理就和铁轨要保留一些缝隙是一样
的，不然严重变形的锅可能无法立
在炉灶上。

如果你想知道你家的锅底部到底
是不是平的，可以将等量的温水放在
冷锅上，如果没有加热的情况下它也

向两侧移动了，说明锅底是弯的。不
过有时，这种弯曲在厚底的平底锅中
可能看不出来，或是做了特殊的设计。

为什么油会流向锅两边

不过，就算锅真的是平的，油还是
会流到锅边，因为在加热时，油本身也
会往外跑。捷克科学院的研究者就用
一台高速摄像机记录下了油在平底锅
里升温时的变化。

原本未加热的油在锅里铺平，靠
的是表面张力。由于锅中央的油加热
得更快。而温度升高后，液体的表面
张力会降低，所以锅里的油的表面张
力就呈现为中间低、边缘高的梯度。
边缘张力更强的油就会将中间的油往
外拉。

中间的油越来越少，当中间油的
体积流量达到临界值时，油膜就会破
裂。科学家甚至还算出了油流向边
缘的速度，是5.5厘米/秒。

神奇的马兰戈尼效应

表面张力梯度导致的这种油的流
动，被叫作马兰戈尼效应，在温度条件
下也被称为“热毛细对流”。

在许多生活场景中，我们都能见
到马兰戈尼效应，比如著名的“酒泪”：
在往杯子里倒了酒之后，酒的上方有
一圈水滴不断落回酒中。根据马兰戈

尼效应，酒通过毛细作用爬上酒杯
内侧，酒精更快蒸发，这时，杯壁
上的液体表面张力增加，而杯
中的葡萄酒表面张力较低，
更多的酒往杯壁上爬。但由
于重力的作用，这些往上爬
的酒又落回了杯中。有人
说，“酒泪”越多的葡萄酒质
量越高，但实际上，酒精含量
更高的酒，酒泪现象就更为
明显。

除此之外，还有溅出来的
咖啡形成的“咖啡渍环”。当我
们把咖啡液体遗留在桌子上，等
它变干后，它并不会形成一个纯色
的褐色斑点，而是会变成边缘总有一
个深色的外环。这是由于像咖啡这种
充满细小固体颗粒的液滴留在桌面上
时，内部和外缘的蒸发速度不同导致
固体颗粒最终留在了“外环”上。像是
红酒、茶也都能产生这样的现象。

虽然这个现象看起来无关痛痒，
但如果这种现象出现在喷墨打印机或
者水粉颜料上，可能就会产生较大的
影响了，因此，研究者们也试图控制这
些液滴里的粒子，让它们更“听话”，不
要产生咖啡渍环的现象。

同样，“油铺不平”可能事小，但薄
薄的液体在固体上流动的情况也可能
出现在工业领域，因此研究它很有必
要。研究者还提出了几个方案用来避
免在做饭时粘锅。比如，使用“宽油”，

也就是让油铺得厚一点。或者采用底
部更厚、更能均匀受热的平底锅。另
外，多加搅拌也能避免粘锅。

近日，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
会开展全市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工作人
员实操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了从事国家工程建
设消防技术标准编写以及消防验收的
专家，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释疑、建设
工程消防验收要点与常见问题解析等
方面进行专题授课，并通过典型案例与
学员沟通交流。

培训选取了万象城二期作为典型
公建项目，从消防验收交底会开始，通
过熟悉图纸情况、制定验收工作方案，
再到验收分组，对学员进行“手把手”教
学。此外，培训现场还设置了消防泵

房、消控室、地下车库、商业中庭、标准
层等重点部位，采取“重点部位专员讲
解+专家点评”的方式，进行现场教学和
观摩。

为增强参训人员的直观感受、提升
培训效果，此次培训还组织学员到国家
消防及阻燃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对
常用的消防设施设备、消防产品、防火
材料等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学习和现场
试验观摩。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培训是重庆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首次举办的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人员集中实操培
训。下一步，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将从推进过程监管、提升数字
化水平、加强能力建设、强化部门联
动等几个方面，深入推进建设工程消
防验收工作，为重庆高质量发展提供
安全保障。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近日，由重庆高新区科协、虎溪街
道、重庆公众健康传播服务中心和重庆
微生物学会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科教频道承办的网络科普活动，
邀请西南大学生命科学院现代生物医
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谢建平教
授到直播间，作主题为“抗生素与人类
健康共同体”的讲座。

谢教授向观众介绍了抗生素的
种类、适应症、为人类健康做出的贡
献以及抗生素耐药产生的原因及其
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并提出了如何克
服抗生素耐药这一重大命题。最后
谢教授就市民们在抗生素应用方面
存在的误区进行解答，指出应该合理
使用抗生素，否则将来就会面临无药
可用的困境。谢教授诙谐幽默、通俗
易懂的讲解吸引了3.6万名观众。观

众留言说：“以前生病就知道输头孢，
觉得这样好得快点，今天听了教授的
讲解，知道了以后该如何正确使用抗
生素。”

自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以来，中国在
公共卫生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这些成就
离不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努力。如何
让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优质资源下沉社
区，提高市民科学素养，培养市民科学
精神，已成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重点研究
的课题。网络科普讲座给了市民与科
学家实时交流的机会，因而深受大众喜
爱。重庆高新区科协将继续加强校地
合作，挖掘科普资源，夯实科普阵地，为
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努力实现校地互
惠共赢、共同发展。

（重庆高新区科协供稿）

重庆高新区科协举办
2023年世界卫生日网络科普讲座

□通讯员 刘永梅

为进一步加强防范非法集资和电
信网络诈骗普法宣传，切实提高人民群
众对打击非法集资和电信网络诈骗的
知晓度，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
安全和合法权益，近日，万盛经开区科
技局、区科协开展“预防打击非法集资
和电信网络诈骗”科普宣传走进万盛街
道北一社区活动。

专题讲座上，科普志愿者结合网络
安全小常识向居民讲解电信诈骗的特
点、种类、手段及危害，指导居民学会分
辨网络电信诈骗的惯用伎俩，提醒居民
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日常生活中提
高警惕，避免将身份证号码、银行卡信
息、密码、手机短信验证码等信息泄

露。同时介绍了非法集资的特征、表现
形式和常见手段，引导群众自觉远离和
抵制非法集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提醒
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理财观念，提升风险
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诱惑和电
信诈骗陷阱。

此次宣传活动共有 60 余名居民
参与互动，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有
效提高了辖区居民群众对电信诈骗和
非法集资的防范意识。下一步，万盛
经开区科技局、区科协将继续深入村
居开展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和非法
集资科普宣传活动，对网络贷款诈骗、
刷单诈骗、养老诈骗等网络诈骗违法
犯罪行为坚决给予打击整治，切实守
护群众的“钱袋子”，让群众远离非法
集资和电信网络诈骗。

万盛经开区科协
防诈骗科普宣传进社区

□通讯员 郑洁

近日，重庆市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
所十字花科研究室主任、武隆区科技特
派员陶伟林一行人来到武隆区双河镇
开展春季种植技术培训。陶伟林为参
会的种植大户讲解了武隆番茄产业发
展与栽培技术，对基质土壤的配比、种
子的处理、苗期的管理、移栽等关键技
术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陶伟林表示，选择好的品种，引用
漂浮式育苗、嫁接防病栽培、避雨栽培、
肥水一体化等先进技术，番茄可达到亩
产 8000 千克左右，比常规种植增产
57%以上。重庆市农科院武隆高山蔬

菜研究所将为武隆区番茄种植大户提
供技术保障。

科技特派员周娜讲解了应急速生
蔬菜保供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主要针
对甘蓝、水白菜、飘儿白、油麦菜的控酸
栽培技术进行了讲解。培训结束后，陶
伟林一行人到番茄谷各个大棚进行了
现场指导。

双河镇属于武隆区农业科技园区
的核心区域，其中的高山蔬菜深受群众
喜爱，尤其是木根村的番茄谷，每年都
供不应求。时值番茄等高山蔬菜育苗
阶段，农户纷纷表示，这场科普培训真
是“及时雨”，对今年高山蔬菜的大丰收
更有信心和底气了。

武隆区科技特派员
到双河镇开展春季种植技术培训

近日，云阳县举办了第十届重庆科
普讲解大赛云阳县选拔赛，选拔赛由云
阳县经济信息委主办，县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窗口平台、县同弘创业孵化中心承
办，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教委、
县人力社保局、县卫生健康委、县科协
协办。

云阳县政协相关负责人表示，科
普工作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科普工
作覆盖了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教育文
化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关部门
及单位要大力营造科普工作的浓厚氛
围、大力培育青少年科技创新意识、大
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广大科普工作者
要大力弘扬求实、奉献、协同的精神，

牢记职责使命，把个人理想融入到科
普工作中，形成崇尚科学的风尚，引领
青少年心怀科学梦想，树立创新志向，
为全面建设“五地一支撑”现代化新云
阳作出贡献。

比赛中，13名参赛选手紧扣主题，
结合自身生活学习经历，讲解了地震逃
生、交通运输、新生儿脐带、ChatGPT、
喀斯特地貌、中国复眼等方面的知识。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角逐，最终，云阳
实验中学选手刘力扬带来的《科研当永
不止步 创新当砥砺前行》获得本次比
赛的一等奖，她将代表云阳县参加第十
届重庆科普讲解大赛。

（云阳县科协供稿）

第十届重庆科普讲解大赛
云阳县选拔赛成功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