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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冬天，糖雪球、糖葫芦等山楂制品
多了起来，酸酸甜甜，惹人喜爱。红彤彤的
山楂寄托着吉祥与好运，是春节喜庆氛
围的一个重要元素。

我国是山楂原产地之一，已有上
千年栽培历史。我国黄河中下游和环
渤海地区是最早的栽培中心，目前已
形成辽宁中北部、冀东北、鲁中南、晋
中南和豫西北等产区。

按照产地不同，山楂可分为北山
楂和南山楂。北山楂主产于山东、河
北、河南等地，南山楂主产于浙江、江
苏、湖北等地。二者在营养成分上并没
有显著区别，但由于气候和生长环境
差异，不同产区的山楂黄酮、有机酸等
功效成分的含量和种类差异较大。

糖葫芦是最具代表性的山楂传统小吃
之一。早在南宋时期，就出现了山楂加工制品
——糖葫芦。

那么，什么样的山楂适合做糖葫芦呢？要
挑选北山楂中个大肉厚、着色好、糖酸比适宜
的品种，如大金星、歪把红等，尤其是歪把红
最适合做糖葫芦，用其制作的糖葫芦酸甜适
口。

提起山楂，很多人第一感觉是“酸倒牙”，
其实山楂含糖量比苹果、梨还高出一倍多，但
因为果实中有机酸含量比苹果、梨高出两到
三倍，所以山楂吃起来酸大于甜。

除少部分用于鲜食，大多数山楂用于加工。传统
山楂制品主要有糖葫芦、果丹皮、山楂罐头、山楂糕、
山楂饮料、山楂果酱、山楂干等。随着现代加工技术不
断发展，山楂产品逐渐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山楂浓缩
汁、山楂酒、山楂粉、山楂脆片、冻干山楂、山楂酸奶、
山楂冰激凌等产品纷纷出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山楂酸甜可口、营养丰
富，但不建议大量食用。此外，山楂也不宜空腹食用，
一次食用3—5颗为宜。

（作者为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
《人民日报》记者李蕊采访整理）

春节临近，在我国东北地区，人们将一块块冰雕琢
成栩栩如生的各种造型，为城市增添了年味。当我们欣
赏这些冰雕艺术作品、沉浸于如梦似幻的冰雪世界时，
不禁会好奇：这些构成冰雕的冰块究竟有哪些特别之
处？

冰的透明度是衡量其品质的关键。为了获取品质
好的冰块，人们倾向于在水质清澈、流动缓慢的地方采
冰。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例，其使用的冰块均来自松
花江。松花江水质清澈透明，含沙量低、杂质少，保证了
冰块的纯净质地。此外，冬季松花江缓慢的水流有助于
冰晶的形成，并及时带走冰冻过程中析出的小气泡，形
成质地均匀且透明度极高的优质冰块。

除了透明度，冰的结实程度也至关重要。为了确保
冰雕作品的稳定性、耐久性，冰面厚度需要达到 30厘
米才能开始采冰。即便是在入冬较早的哈尔滨，也往往
要等到12月份才能开始。为了让游客早日领略美丽的
冰雕，建造者想到了一个巧妙的方法——存冰。

这个冰雪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用冰量达到30万
立方米，其中近 20万立方米是在 2024年初存储的“老
冰”。专门的存冰场如同巨大的“冰雪仓库”，将这些冰
块叠放储存。为了保持冰块温度，建造者用塑料布、
草席等材料，为这些冰块盖上一层层“棉被”，这些
材料共同起到了类似“保温瓶”的效果，即使经过
夏天，到了冬天也能有 70%以上的冰符合使用标
准。

值得一提的是，那 30%融化了的冰也并非无
用。它们在化成水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热量，正
是这一特性，让冰垛外层的冰块“牺牲自己”，保
护了内层的冰块。

是谁先想到了如此巧妙的办法呢？西周时期，
劳动人民就在长期实践中发展了较为完善的存冰
技术。古时候的冰窖（凌阴）就是用来储存冰块的
地方。冬天结冰后，采冰人会将冰存起来，以备夏
天消暑纳凉和保鲜时使用。冰窖内还有排水系统
和隔热措施，与现代存冰原理非常相似。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采冰、存冰、制冰的方法也
更加高效环保。现代采冰机能快速切割出大量规格
统一的冰块，提高了采冰效率。制冰方面，人们研发

出真空制冰、超声波制冰等先进技术，这些技术不仅
能快速制出品质好的冰块，还能根据需求调整冰块形
状和大小。这些方法，彰显了古往今来人们的智慧，也
为冰雕艺术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作者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物理学院教授，《人民日
报》记者郭晓龙采访整理）

最近，年宵花成为许多家庭必购的年货。年宵花，
顾名思义就是春节期间用来增添节日喜庆气氛的花
卉。用花卉来庆祝新春佳节，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

南方地区气候温暖，春节期间赏花买花的习俗由
来已久。有“花城”之称的广东广州，自古以来就有“行
过花街，才是过年”的说法。明朝万历年间，广州开始
形成花市，此后规模逐渐扩大。

年宵花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每到春节，广东
人喜欢买的年宵花是桃花和年橘。粤语中，“红桃”与

“宏图”谐音，人们买桃花回家，寓意“大展宏图”。在商
场、宾馆、餐馆门口，把整株桃花插在花瓶中，取“大展
宏图”行“大运”之意。“橘”字在粤语中的谐音是“吉”，
买年橘就是迎“大吉”。

随着花卉栽培技术不断提高，很多花卉可以通过
促成栽培的方式，集中在春节前后开放，年宵花类型
越来越丰富，市场供应越来越充足。

传统年宵花品种包括梅花、蜡梅、水仙、杜鹃花、
茶花、君子兰、报春花、瓜叶菊等，栽培相对容易。牡丹
花色彩艳丽、雍容华贵，象征着繁荣。通过对盆栽牡丹
进行花期调控，牡丹可以花随人意、在春节期间开放，
盆栽牡丹因此成为近年来最受欢迎的年宵花之一。

兰花是一类重要的年宵花，包括蝴蝶兰、大花蕙
兰以及墨兰、春兰、寒兰等。上世纪90年代，蝴蝶兰是
非常珍贵的花卉，价格较昂贵。随着相关技术的推广，
我国已成为蝴蝶兰生产大国。如今，蝴蝶兰品种非常
丰富，既有花序长近 1米的大花品种，又有花朵袖珍
的小花品种，色彩从白、粉、红至复色。

球根花卉也是年宵花的重要类型，包括郁金香、
水仙、风信子等。这几年很受欢迎的朱顶红，不仅品种
多、花色多，而且采用蜡封技术栽培，非常方便。

年宵花中，观果植物也备受欢迎。在青翠叶片的
陪衬下，如玉珠一般的红果缀满枝头，寓意着金玉满
堂、富贵吉祥、年年有余。它们的主要种类有红玉珠、
轮生冬青、紫金牛和火棘。

春节快到了，快去挑一挑心仪的年宵花，与美丽
的花卉一同迎接新春。

（作者为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
师，《人民日报》记者施芳采访整理）

编者按：春节临近，年味愈浓。红彤彤的糖葫芦，酸甜交织的滋味在舌尖绽放；家中盛放的年宵花，寄托着人们对
新春的美好祈愿；吃着瓜子，欢声笑语在家人围坐的客厅中回响；当夜幕降临，冰雕在灯光映照下熠熠生辉，烘托出
春节欢乐祥和的氛围……

浓浓的年味中，也蕴藏着不少有趣的知识。什么样的山楂适合做糖葫芦？什么样的冰能做冰雕？年宵花都有哪
些？吃着就停不下来的瓜子都从哪里来？农历新年即将到来，本版“把自然讲给你听”栏目推出特别报道，感受年味里
的科普新知。

什么样的山楂
适合做糖葫芦？

冉 昆

按照产地不同，山楂可分为北
山楂和南山楂。北山楂中个大肉
厚、着色好、糖酸比适宜的品种适
合做糖葫芦

什么样的冰能做冰雕？
任延宇

冰的透明度、结实程度决定了
冰雕的品质；采冰、存冰、制冰的方
法，彰显了古往今来人们的智慧，
也为冰雕艺术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年宵花都有哪些？
赵世伟

用花卉来庆祝新春佳节，在我
国有着悠久历史。兰花、球根花卉
等是年宵花的重要类型，随着花卉
栽培技术不断提高，年宵花类型越
来越丰富

吃着就停不下来的瓜子

都从哪里来？
张竹青

瓜子种类很多，目前市场上较
多的是葵花子、西瓜子、南瓜子、吊
瓜子等。瓜子吃着就停不下来，主
要是大脑分泌多巴胺在起作用

瓜子是最常见的年货之一，也能烘托节日气氛。
瓜子种类很多，目前市场上较多的是葵花子、西

瓜子、南瓜子、吊瓜子等，并且做成了各种风味。
最初的“瓜子”，实指西瓜子。明朝时期，向日葵与

南瓜传入我国。晚清时期，关于食用南瓜子的记载颇
丰，葵花子虽起步较晚，却凭借其美味可口、易于种植
加工的优势后来居上，占据了指代西瓜子的“瓜子”之
名。吊瓜子是中药材栝楼的种子，后来也被开发成了
休闲食品。

大家熟悉的葵花子，是菊科向日葵属一年生草本
植物向日葵的果实。我国种植向日葵的地方主要有内
蒙古、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甘肃等
地。其中，知名度较高的葵花子有内蒙古的五
原瓜子、新疆的北屯瓜子、河北的怀安葵
花子、山西的广灵五香瓜子等。

西瓜子是西瓜的种子。一般
来说，我们
日常吃的西
瓜的籽也可
以做成西瓜
子，但个头
太小，因此
市面上的西
瓜子通常来
自特殊的西
瓜品种，比
如甘肃兰州的打
瓜。打瓜，也称籽
瓜，所产瓜子，黑边
白心，颗粒饱满，片
形较大，故在市场
上有“兰州黑瓜子”
或“兰州大板瓜子”之
称。安徽含山县和江西
信丰县盛产的红西瓜子，
颜色深红，籽粒饱满，壳薄
肉厚，生熟皆可食用，香脆可
口。

吊瓜子即栝楼子，栝楼为葫芦
科栝楼属的多年生植物。果实形状似
小西瓜，从藤上向下挂，故名“吊瓜”，果实
中的种子为吊瓜子。栝楼分布于华北、中南、华东及辽
宁、陕西、甘肃、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栝楼不仅可以
食用，还是一种中药材。

瓜子吃着就停不下来，主要是大脑分泌多巴胺在
起作用。我们吃瓜子时，大脑有一个“期待—满足—奖
赏”的过程，这会使人不断拿起瓜子、咬壳吐壳、吃瓜
子仁……瓜子属于坚果，适量食用对健康有益，但吃
多了也不好，还有可能上火，建议控制每日食用量。

（作者为湖南省蔬菜研究所研究员，《人民日报》
记者常钦采访整理）

（转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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