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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手绘二十四节气

大寒节气虽然阴盛寒冷，但也与下一年的立春相连，因此万物

将由“冬藏”转为“春生”。故“藏”“抗寒”，是大寒节气养生的关键。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

徐熠推荐了一味寒冬里的芬芳守护者——丁香。

丁香常用于治疗脾胃虚寒、呃逆呕吐、食少吐泻、心腹冷痛等

病症。寒冬腊月，如果因受寒引起胃痛、腹痛等不适，丁香可以起

到很好的缓解作用。

丁香亦有“香料王后”的美誉。早在西汉时期，丁香就作为贡

品进入中国。丁香香气馥郁，味辛辣，常常用作肉类或者面包的调

味品，也常常被用来调酒。2002年，丁香被列入第一批87种《既

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在医药、食品、化妆品等领域被广

泛应用。

徐熠推荐了几款丁香的食疗方——

■ 丁香姜糖：丁香粉 克、生姜末  克、红糖   克。将红糖
放入锅中，加适量水，用小火熬至稠厚时，加入生姜末、丁香粉，搅
拌均匀，继续熬至挑起成丝状而不粘手时，停火。将糖倒在表面涂
过食用油的容器中，冷却后分割成块食用。可用于治疗胃寒呕吐、
呃逆少食等，适合冬季脾胃虚寒的人群食用。

■ 丁香梨：雪梨 个、丁香  粒。将梨洗净、削皮，用竹签在
梨上均匀地戳十余个小孔，然后把丁香一粒粒地插入小孔内。将
梨放入盅内，封严盅口，蒸约  分钟即可。具有润肺止咳、养胃生
津的作用，适合肺虚咳嗽、咽干口渴等人群。

■ 丁香陈皮饮：丁香 克、陈皮6克，洗净后放入杯中，用沸水
冲泡，焖  分钟左右，代茶饮。具有理气和胃、降逆止呕的功效，
可改善胃脘胀满、恶心呕吐的症状。

■ 丁香粥：大米   克、丁香粉 克。大米淘洗干净，加水煮
粥。待粥煮好后，加入丁香粉，再煮 到  分钟，调味。可温胃散
寒，适用于胃寒、食欲不振等症状。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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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寒已到，春节就不远了。在年宵花中，

萌萌的仙客来特别受市民欢迎。这种花为何

得名仙客来？又为什么叫“兔耳花”？家里的

仙客来要怎么养护才能开得更长久？

在各个花市中，小巧精致的仙客来如同

一群可爱的小兔子竖起耳朵倾听动静，吸引

市民驻足。仙客来是报春花科多年生草本，

原产希腊、叙利亚及地中海一带，有着扁圆形

肉质球茎。它们距今已有300多年的栽培历

史，一般生长在石灰岩的裂缝中或灌木下。

仙客来之所以又叫作“兔耳花”，是因为

它虽然开花前花骨朵下垂，但开花后它的花

冠裂片会向上翻，形似兔耳，展示了无尽的活

泼之气。

那么，为什么它又叫仙客来呢？“仙客来”

一词来自学名Cyclamenpersicum的音译，这

个中文译名达到了“信达雅”的最高境界，有

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热闹欢乐之

感。再加上仙客来价格便宜、花色娇艳、花期

长、寓意美好，且适逢春节等重大节日开

放，作为年宵花卉特别合适。

仙客来的花期很长，观赏期差不多可以

达到6个月。仙客来的品种也很多，还有带

芳香的，因此特别适合作为盆花在家中摆

放。作为入门级的开花植物，它也很好养活，

堪称“新手福音”。在光照方面，仙客来喜全

日照光线，因此一定要将它放在光照比较充

足的地方。冬日日照时长较短，要尤为注意

阳光照射。但仙客来也比较怕热，最佳室内

温度是15℃至25℃。作为“水做的花儿”，仙

客来对水的需求非常大，需要长时间保持盆

土湿润。根据家里湿度不同，通常两到三天

就要浇水。作为开花植物，每15天要为它施

一次营养液，薄肥勤施就行了。

只要注意上述几点，那么仙客来的养护

就基本没难度了。过年期间，你也可以开开

心心拍上一张自己养的“兔耳花”，给亲朋好

友送上“花花的祝福”。本报记者 金旻矣

本报讯（记者 马丹）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
里最后一个节气——大寒。大寒是上海平均气温最

低的一个时段。我国民间有句谚语“大寒到顶点，日

后天渐暖”，说的就是这个时节里，天寒地冻已到了极

致，人们开始期待寒尽春生。

今天是大寒第一天，申城的天气却是晴暖正当

时，白天最高气温一路上升到14℃，暖意浓浓。据上

海中心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上海以多云为主，气温

更是一天比一天高，周四的最高气温甚至可以攀上

17℃，这在大寒节气并不多见。

小寒大寒，无风自寒，“大”字表现出了大寒这个

节气之冷。通常，大寒节气里，寒潮南下频繁，是我国

大部分地区一年中最冷的时候，风大、温低，地面积雪

不化。上海此时常年平均气温仅为5.1℃，是所有节

气中最低的，与小寒相比降水量有所减少，体感也更

加干冷。大寒是上海全年道路结冰和暴雪预警最多

的节气，最常见的预警是大雾、寒潮和大风。但是，最

近几年来，全国的大寒都变得越来越“名不副实”，时

不时表现出“温情脉脉”。根据一份1981年到2010年

大寒期间平均气温数据，我国多数城市的大寒其实正

变得越来越暖。

大寒正值岁末，二十四节气将要迎来新一年的轮

回，因此，此时人们最为期盼春节的到来，也对未来有了

诸多期许。民间有“大寒迎年”的习俗，古人在此时“家

家刷墙，扫除不祥”，通过大扫除把穷运扫除掉。人们

还会拜土地公做“牙祭”，全家会坐在一起“食尾牙”。到

了现代，企业流行的“年会”其实正是尾牙祭的遗俗。

不过，大寒节气里，冷空气多少还得发发威。过

年前，一股纠偏型强冷空气就

会抵达上海。1月24日到27

日，强冷空气将东移，并影响

我国中东部地区。受其影响，

周日到下周一，上海气温会明

显下跌，回归冬天本来的模

样，还有可能出现“瑞雪兆丰

年”的景象。阴雨天气将在春

节前收尾，除夕和春节天气预

计重启晴冷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