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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商贩：有说母水果好，有说公的好
昨日下午，记者到市场进行了解发现，很多水果商贩都知道水果有公母之说，而且在记者采

访的5个水果摊中，有4个水果摊商贩都说母水果好，只有一个摊贩这样说：“自然界中，一切都
是‘公’的事物最好，水果也不例外，还是公水果最好了。”

“挑母的吧，母的甜。”在伊河路集贸市场，一个商贩对顾客说。该商贩在一堆梨子里挑出了
两个，他指着其中一个顶部有明显小圈的梨子说，这就是母的，而另一个只有小圆点的则为公
梨。“母的比公的好吃。”

而在汝河小区市场内，一个水果摊贩很耐心地跟顾客解释说：“和动物一样，梨也分公母，
‘公梨’更甜，因为公梨吃起来没有丝，口感更好。”

网上搜索：很多水果都分“公母”
水果真的分公母吗？在网上，记者搜索后了解到，传言中分公母的水果主要包括：苹果、梨、

西瓜、橙子、荔枝、木瓜等。苹果的公母主要表现在果蒂上。果蒂较大的为母果，其味甘美爽口，
汁多皮薄；公果果蒂小，酸涩、汁少且皮厚。梨的公母取决于其顶部的深浅，深的是母果，个大光
滑，口感好；浅的是公果，有麻点，水少干涩。“母木瓜”椭圆，果肉结实，味甜香，适合直接食用；

“公木瓜”稍长，核多肉松，味稍差，适合煲汤或做木瓜茶。

梨树专家：水果没有性别之分
昨日下午，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梨树专家李秀根告诉记者，这纯粹是人们的误

解。梨根本不分公母，同一个品种外观不同主要是受到环境条件影响，不同品种之间表现的外
形不一样，主要是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

至于口感的差别，李秀根说，水果的甜度与品种、栽培条件、采摘期、施肥种类、苗木来源，甚至
成熟时的气候都有关系，不能简单下定论。“包括梨在内的水果没有性别之分。”李秀根强调说。

一台加压泵，让两座楼的居民
闹别扭
□晚报记者 张华 实习生 董艳竹

赵女士家住前进路 22号院 6号楼，是一栋新的
拆迁安置楼，有住户36家，楼内的温度很低，连16摄
氏度都达不到。居民找到开发商，开发商花一万多
元给该楼加装一个加压泵，6号楼果然热了，但是紧
挨着该楼的另一栋楼的业主却不乐意了。“我们暖和
了，他们的暖气片却凉了，而且没想到的是还关闭了
他们的加压泵阀门。”赵女士说，“总不能为了用热，
和邻居掐架吧。”

听了赵女士的简单叙述，中原环保西区供热分
公司维修中心主任孙建军说，原则上各个供热楼体
上不能装加压泵，“否则，很容易导致供热管网不平
衡。你们把热水抽走了，自然就影响到相邻楼上的
热水流”。

昨日上午，孙建军介绍，现在工人已经把加压泵
给拆除掉，并在此进行注水循环，彻底查找原因。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
医院从火车站接回出生 3 天的弃

婴，精心治疗下孩子痊愈

□晚报记者 邢进 通讯员 陈锦屏

因患有多种疾病，一个刚出生3天的男婴，被亲
生父母遗弃。在市三院住院一月有余，现在，孩子的
病治好了。

10 月 7 日凌晨 1 点 30 分，市三院急诊科接 120
指令，从火车站接回一名弃婴。这个男婴裹着一条
小包被。解开包被，里面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孩子出生于10月4日14时38分”。
医生为孩子做了初步检查，发现这孩子反应差、

全身皮肤发黄、口唇青紫、呼吸不规则，并且不能吃
东西，一喂奶就呕吐，还排不出大便。院方立即安排
孩子住进儿科，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孩子患有肺
炎、十二指肠闭锁。医院立即为孩子进行了针对性
的抗感染等治疗。11月 2日，该院外科为孩子做了

“十二指肠、空场吻合手术”。昨天，孩子情况好转，
已经可以自主排便，也能吃奶了。

“希望孩子的父母看到这条消息后，快到医院来
接自己的亲骨肉。”医护人员说。

宋先生在西开发区一
家科技公司上班，他住在东
郊，最近几天开车上班时，
经常被刺目的阳光晃得睁
不开眼，好几次差点与前车
追尾。

连续几天，他在路途中
都见到正在处理中的交通
事故，大部分都是追尾。宋
先生是个刚刚开车半年的
新手，这种状况令他有点心
慌。按说，郑州连续多日晴
好的天气是令人惬意的，但
强烈的光线让不少开车族
烦恼。 晚报记者 张翼飞

阳光灿烂让司机提心吊胆
据市交警部门监控显示，11月 7日，四桥一路、二环、三环主辅路的事故比平时多了近三

成，尤其是四桥一路仅一个小时就发生15起交通事故，其中大多数属于追尾事故。不少司机
反映，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与天气有关，路上车多、前后间距小，再加上阳光照到前方车玻璃和
铁皮上十分刺眼，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11月8日，记者致电郑州交警二大队了解到，从7日中午12点到8日中午12点，他们就处
理事故160多起，追尾事故接近10%，其中刺眼的光线是一大诱因。

执勤的交警说，附近没有高的建筑物和高大树木的路口，阳光没有遮挡就直直地射进了车
里，而且持续照射的时间长，给司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事故隐患也很多。

宋先生经常要通过的科学大道西半段，由于是水泥路面，阳光斜射过来时，就像一个超大
瓦数的灯泡在眼前照射，眼睛十分难受。

在长江路、航海路、中原路等这些东西方向的路段，阳光灿烂更让司机提心吊胆。这些地
带的共同点是，周围没有遮挡物，阳光斜射进车内。

资料显示，司机中有40%或轻或重地患有夜盲、近视、惧光等眼科疾病，可见，光污染日渐
成了伤害司机视力的罪魁祸首。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主任陈鹏介绍说：“黄斑区”是人眼睛最敏感的地方，如果白天眼
睛突然被强光照射，眼睛马上会出现一片黑，看不见东西。这个时间一般持续几秒甚至十几
秒，随后就会逐渐恢复正常视力。在正面阳光太刺眼时，除了使用挡风玻璃内上方的遮阳板，
还可戴上专用的太阳镜来保护眼睛。但要记住，太阳镜不要长戴。

怎样为遭受光污染的司机解决后顾之忧呢？记者咨询了交警和资深驾驶员，得出
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一、集中注意力，减慢车速，保持车距，不接打手机。
二、尽量避免在下午2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开车出行，因为这个时候阳光最为强烈。
三、佩戴高质量的墨镜、偏光镜或舒目镜。
四、连续开车3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下，休息间隙做一些眼部保健活动，如转动眼球、

用手按摩眼眶四周或干脆做一套眼保健操；如果在开阔的地方可以眺望一下远方或天
空；眼睛疼了可以用热毛巾敷眼。

五、经过上下坡和路面宽阔、树木等遮蔽物较少的路段时，小心慢行；从光线强的地方
到光线弱的地方，或者从光线弱的地方到光线强的地方，要适应环境变化，提前降低车速。

昨日上午，市民郑女士去给
儿子买梨，卖水果的商贩一直向
她推荐“公梨”。“水果也分公
母？”将信将疑中，她还是按照商
贩的指点，挑选了5个“公梨”。

回到家后，她把这个经历
告诉了婆婆，没想到婆婆却
说：“我早知道这回事了，你可
能上当了，都说母的好。”

“难道水果真的有公母之
分？那么究竟是公的好还是
母的好？”郑女士随即致电本
报记者想问个究竟。

晚报记者 裴蕾/文 马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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