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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今晨，申城响起雷声，今
日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
“一阵催花雨，数声惊蛰雷。”“春
风春雨皆春意，惊蛰惊雷藏惊
喜。”惊蛰是春季的第3个节气，
文人墨客描绘惊蛰的诗句里，大
多充满了对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的希冀。
通常，上海会在惊蛰节气进

入春季，也会在此时出现每年的
第一声春雷。不过，昨夜今晨的
雷虽然应景，却还算不上春雷，申
城仍处暮冬，冷空气也在做“最后
的挣扎”，预计今天下午就将抵
达。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报，随
着冷空气抵达，本市风力增大，在
北到西北风劲吹之下，气温下降，
体感变冷。

花
卉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惊蛰前，上海的

早樱忍不住“想开了”。樱花花期和梅、桃、杏、李

甚至海棠样貌相近，很多人总是分不清楚这些

“小粉花”。怎样从众多春花中一眼认出樱花？

樱桃又是不是樱花结的果呢？

桃、李、梅、杏、樱都隶属于蔷薇科大家族，原

本属于蔷薇科李属。但如今，李属被“分家”，桃

花归在桃属，杏花和梅花在杏属，樱花和樱桃在

樱属，只有李子等少数几种植物留在原来的李

属。在上海地区，常见的早樱品种有十多种，包

括迎春樱、钟花樱、椿寒樱、河津樱、修善寺寒樱、

大寒樱、大渔樱、才力樱、尾叶樱、“金源”尾叶樱、

毛樱桃、重瓣寒绯樱（牡丹樱）等。

如何一眼识别樱花？可以从花梗、花序、花

瓣、树干等来看。樱花的花瓣尖端有个小缺口，

俗称“樱花缺”，树干上还有皮孔，常连成横纹，这

些都是很明显的特征。此外，桃、梅和杏的花几

乎没有花梗，像是贴在枝干上开的一样，樱花花

梗较长，花朵远离枝干。桃、梅和杏大多一个花

芽只有一朵花，而樱花大多3—5朵成一簇。

植物爱好者还总结了一个口诀：“花团

锦簇樱李梨，形单影只桃梅杏。樱花缺上一小

口，桃花多出一小尖。梨花红心李花黄，杏花有

叶梅花无。”熟记口诀，也可方便识樱。

很多人想知道，樱桃是不是樱花结的果？其

实，樱花与樱桃都属于蔷薇科樱属，但系两个不

同的类群，具有不同的特征和生物学特性。

樱花是一类植物的通用名称，包括多种樱花

品种，主要以美丽的花朵而闻名，而不是果实，

“颜值高的”才能入选。樱桃则是另一种植物类

群，泛指可以结出果肉饱满且味道甜美的果实的

种类，比如樱桃（又称“中国樱桃”）、欧洲甜樱桃

（即“车厘子”）、毛樱桃等。人们还可以用樱桃制

作樱桃派、果酱和酒等。

因此，我们吃的樱桃并不是美丽的樱花绽放

后结的果实。那么，观赏型的樱花结不结果？答

案是可以结，也可以不结，这就要看樱花的“心

情”了。但哪怕结果，也是个头很小、又酸又涩

的，几乎不能食用。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催花细雨惊蛰雷

惊蛰节气里，春雷乍响，春风送暖，但此时冷暖空

气仍会“纠缠不休”，气温波动起伏，需要根据气温变化

合理调整穿着，适当做好“春捂”。未来一周里，申城天

气晴晴雨雨，颇为符合这样的“多变”特征。今天夜里，

雨势减弱。明天白天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仍有短

时小雨，夜间天气状况会进一步好转。在冷空气打压

下，明天全天气温低迷，预计在6~9℃。周四阳光短时

上线，但双休日云系增多，下周一又有雨水到访。不

过，冬天已近尾声，下周中期，暖气团和阳光联手将本

市的气温推向一个高峰，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在民间，有惊蛰“春雷惊百虫”的说法。据中国天

气网大数据显示，我国各地春雷始鸣时间早晚各不

相同，常年惊蛰节气期间，春雷的影响范围主要在江

南、华南，在31个省会级城市中，只有8个城市会在惊

蛰节气迎来初雷，包含合肥、福州、广州、南京、杭州、

上海、海口、重庆，而长沙、昆明、武汉等6个城市在惊

蛰节气之前早已闻雷，其他城市此时鲜有雷声。只不

过，真正唤醒冬眠动物的，不是有声的惊雷，而是无

声的温度。进入惊蛰节气后一直到谷雨，气温仿佛驶

入升温“快车道”。数据显示，此时，我国平均气温呈上

升趋势，较雨水期间气温上升3.23℃，升温幅度在春季

节气中位列第二。常年此时，平均气温10℃线会从立

春期间的华南北部一带迅速北抬到湖北北部、陕西南

部一线。

惊蛰是一个充满生机的节气，因此在这一天，我国

很多地方的风俗都与祈福有关，人们以不同形式祈祷

远离是非和疾病。比如，在广东一带民间有在惊蛰“祭

白虎化解是非”的说法，而人们也会通过吃梨、炒豆等

习俗，祈祷远离疾病、驱走害虫保五谷丰登。

本报记者 马丹

惊蛰节气，气温开始回升，但还处于乍暖还寒、

冷热交替的时节，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等春燥症状

以及易怒、脾胃不调等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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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惊

蛰时节需要滋阴润燥、疏肝健脾，此时可以适当食

用有“药食同源第一药”之称的山药来助益脾气、止

燥润肺。

“药用山药中，质量最好的是产于河南焦作地区的

怀山药，常见的铁棍山药是怀山药的一种。”徐熠介

绍。相比之下，另一种淮山药主产于江淮地区，外形粗

大，表面光滑，须根稀疏质地易折断，断面粗粒状，水分

多，药用价值较差，以食用为主。

徐熠推荐了几种山药的食疗方——

八珍糕：将茯苓、芡实、莲子、薏米、山药、扁豆、麦

芽、人参共研为细末，加白糖适量，用米粉、水调和后制

成糕点，可平和温补、健脾养胃。

山药饮：山药适量捣碎，加水不断搅拌，煮熟后食

用，可益气养阴，补脾肺肾。

山药杏仁粥：山药适量去皮后切成滚刀块，与  

克粳米一起放入锅中，加入 —8个去皮杏仁，加适量

水熬煮成粥即可服用，可生津止渴、润肺定喘。

同时，徐熠提醒，山药富含淀粉酶等成分，如果食

用过多的话，容易产气，有腹胀、腹痛等症状者不建议

食用。另外，山药有收涩之性，内热、易上火、大便干燥

的人群需谨慎食用。

本报记者 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