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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知识长知识

春节长假期间，多个电商平台的霜打

菠菜、霜打白萝卜、霜打大白菜等霜打菜

销量火爆。

人们常用“霜打的茄子”来形容精神

不振的状态。不过，这些被霜打过的蔬

菜不仅不会“无精打采”，反而更加香甜

可口。

那么，为什么霜打菜口感更好，霜打

菜是如何种出来的？科技日报记者就此

采访了相关专家。

为适应低温环境而变甜

“霜打菜，指每年霜降节气后种植的

蔬菜。为了在寒冷环境下生存，这类蔬

菜会将体内淀粉转化为糖分。”天津农学

院园艺园林学院教授王丽娟在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淀粉和蔗糖是蔬菜

进 行 光 合 作 用 的 主 要 产 物 。 霜 降 节 气

后，气温降低，蔬菜内淀粉在淀粉酶作用

下发生水解，变成葡萄糖、蔗糖和果糖等

可溶性糖分。这使细胞液中糖分增加，

细胞液冰点下降，蔬菜不易受冻。因此，

变甜的蔬菜抗寒能力大幅提升，更容易

适应低温环境。

“平时我们吃米饭、面条，如果咀嚼时

间够长，它们中的淀粉会被唾液淀粉酶分

解成麦芽糖。我们吃起来就会觉得有甜

味。霜打菜变甜的过程与这类似。”王丽

娟说。

血糖较高人群或糖尿病患者，可以食

用口味偏甜的霜打菜吗？

“蔬菜生长完成后，所含碳水化合物

总量是固定的，并没有新的糖分生成，只

是将原有的光合产物进行了转化。此外，

霜 打 菜 含 有 膳 食 纤 维 ，有 助 于 控 制 血

糖。因此，血糖较高人群或糖尿病患者

可以放心食用霜打菜。”天津科技大学食

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路来风说，某

些霜打菜在低温环境下会产生更多的脯

氨酸、甜菜碱、γ-氨基丁酸等对人体有

益的物质。

除甜度增加外，霜打菜还有很多其他

优势，比如更耐低温贮藏。低温环境可以

降低蔬菜的呼吸代谢速度，延长蔬菜的保

质期。与此同时，霜打菜还更耐病虫害。

霜雪可以抑制微生物滋生，降低蔬菜腐烂

的风险。

在家用冰箱自制行不通

霜打菜是怎么种出来的？

“霜打菜与普通蔬菜在前期种植管理

上基本相同。只是在上市前，霜打菜要经

历霜降后的低温环境。”王丽娟说。

“当然，并非所有蔬菜都能被霜打。”

路来风介绍，蔬菜分为抗寒和喜温两种。

抗寒蔬菜可以被霜打，比如白菜、菠菜、芥

菜、白萝卜等。喜温蔬菜则不适宜，比如

番茄、茄子、豆角、辣椒、黄瓜等。

对抗寒蔬菜来说，在低温环境下，只

是光合作用产物的存在形式发生变化，品

相不会被破坏。对喜温蔬菜而言，低温就

是冷害。在低温环境下，喜温蔬菜细胞膜

会发生膜脂相变，细胞内物质会渗出、渗

漏，导致蔬菜出现水渍、褐变等现象，进而

失水发蔫，口感变差。

有些网友提出，在家用冰箱自制霜打

菜是否可行？

“冰箱可以降低温度，但无法模拟出

霜冻环境。”路来风解释，当气温降至零

摄氏度左右时，活体蔬菜表面会产生冰

晶，这是形成霜打菜的必要条件。除此

之外，家用冰箱无法为采收后的蔬菜提

供适应低温环境的水分和养分条件。因

此，用冰箱无法自制霜打菜。

当然，霜打菜的抗寒能力也是有限

度的。“在气温降至蔬菜能够承受的温度

前，要及时采收，避免发生冻害。”王丽娟

介绍，蔬菜的耐寒能力各不相同，要根据

可承受温度对其进行分类管理。同时，

要注意调节湿度。湿度过低，蔬菜蒸腾

作用就会减弱，影响细胞水分供应。合

理的水分供应是保证低温环境下蔬菜品

质的关键。

寒冷环境下蔬菜会将体内淀粉转化为糖分

霜打菜没蔫反而有点甜

今年过年期间，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满载着走

亲访友的人们；景点里，人流如织，游客争相“打卡”拍

照留念……

在千家万户欢度佳节时，一群城市守护者依旧在辛

勤工作着。它们活跃在人们看不见的地下管廊、不被

人注意的街道角落……用科技力量守护万家灯火。

智慧产销稳住“菜篮子”

每到过年时，蔬菜价格都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之

一。引起蔬菜价格波动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生

产端和消费端之间存在信息差，二者缺乏有效的信息

共享，导致蔬菜供求不平衡。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农

业产销领域被广泛应用，有效解决生产端和销售端信

息不平衡问题，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从而避免春节等特

殊时期蔬菜价格的大幅波动。

不久前，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与科技企业共同建设

了玉田蔬菜全产业链数字化项目——“蔬菜云”。该项

目通过建立数字化产销对接平台（以下简称“蔬菜云”

平台），打通生产、物流、销售及服务环节，实现了信息

的精准匹配，避免蔬菜滞销、涨价。

一方面，“蔬菜云”平台通过数据监测和分析，及时

反馈市场信息，帮助农户了解市场需求和价格变化，使

农户能够更好地制定销售策略。另一方面，“蔬菜云”

平台通过与各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超市等合作，建立了

稳定的销售渠道，为农户拓宽销售市场，使其收入显著

提升。

除此之外，“蔬菜云”平台在生产端为农户提供了

数 字 化 农 业 技 术 培 训 等 服 务 ，通 过 推 广 先 进 的 种 植

技 术 ，提 高 蔬 菜 品 质 和 产 量 。 在 流 通 端 ，“ 蔬 菜 云 ”平

台 构 建 了 数 字 化 供 应 链 ，提 升 仓 库 管 理效率，减少蔬

菜 流 动 成 本 ，最 大 限 度 让 利 于 农 户 、消 费 者 。 在 销 售

端 ，“ 蔬 菜 云 ”平 台 减 少 交 易 中 间 环 节 ，更 好 满 足 消 费

者需求。

不仅蔬菜上“云”，菜市场也在向智能化方向转型。

菜市场经营者需要了解和分析每日交易量和客流

量，以更好地开展运营管理、制定有效的经营策略、服

务大众消费者。在传统模式下，菜市场经营者通常只

能依靠个人经验来预判菜品销量，还常会因疏忽导致

销售数据记录不准确。尤其在高客流量时期，记漏或

记错更是常态。这种传统管理方式易导致供货数量不

准确，影响经营者收入和市场供应效率。

为解决这一问题，浙江省杭州市部分菜市场借助智

慧农贸数据管理系统，通过智能溯源秤将每一笔交易

记录并及时上传系统，再通过分析销售数据，获得相关

商品利润、库存等信息，为经营者制定更合理的进货计

划，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

智能治理确保环境整洁

为确保春节期间城市环境整洁，我国多地利用智能

化管理手段持续推进城市环境治理。

“春节前后是招工、招租的高峰期，小广告张贴现

象屡禁不止。我们借助小广告智能采集平台，在节日

期间持续打击乱贴乱发小广告的行为，确保城市环境

干净整洁。”江苏省镇江市镇江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当环卫工人看到小广告时，只需扫描

专用二维码登录微信小程序，拍照取证后上传至小广

告智能采集系统，系统便会自动对小广告的类别、位置

等信息进行提取并完成立案，再经人工审核无误后向

违法手机号码发送提醒告知短信，责令相关人员限期

至相关部门接受处理。借助小广告智能采集平台，相

关管理部门不仅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执法成本，还

打通了小广告行政处罚全流程，为打击城市“牛皮癣”

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节日期间，城市生活垃圾数量较平日有所增长，一

旦收运、处置不及时，会给环境带来显著影响。

为了解决生活垃圾收运不及时、不规范，收运路线

随意改变等问题，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建立起生活垃

圾智慧收运监管体系。

这一体系开辟了 96 条智慧收运线路，对环卫涉及

的人、车、物进行全过程管理，实现了生活垃圾收运的

实时监督。该体系能够实现“跟车式”数据采集，确保

“一车一线”，收集每个收运点位的数据，形成精准的数

据库。

机器巡检员守护地下“动脉”

管道被誉为城市“动脉”。错综复杂的管道系统为

城 市 居 民 输 送 生 活 必 需 的 自 来 水 、天 然 气 、暖 气 热 水

等。在人们欢度春节时，工作人员依旧在默默守护着

这些地下“动脉”。

为确保管道正常运转，居民生活不受影响，巡检工

作人员必须定时对城市地下“动脉”进行管理维护。以

往城市地下管道巡检多由人工完成，工作效率低、风险

高。如今得益于智慧管廊建设，管道巡检工作开始向

智能化、无人化方向发展。

山东省威海市借助地下综合管廊智慧管理平台开

发出智慧管廊 App。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手持终端进行

巡检，并与地下综合管廊智慧管理平台实时互动。由

于管廊深处地下，信号较差，工作人员利用超宽带无线

载波通信技术，为每个地下分区加装基站，实现 Wi-Fi

全覆盖，方便 App 使用。

山 东 省 威 海 市 滨 海 新 城 建 设 投 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管 廊 运 维 经 理 窦 汝 锋 介 绍 ，为 了 提 升 巡 检 效 率 ，最 大

限 度 保 障 巡 检 人 员 安 全 ，地 下 综 合 管 廊 智 慧 管 理 平

台 可 以 实 时 对 巡 检 人 员 进 行 定 位 ，并 通 过 各 种 传 感

器 采 集 温 度 、湿 度 、氧 气 含 量 等 信 息 ；一 旦 检 测 到 异

常 ，将 自 动 预 警 。 此 外 ，地 下 综 合 管 廊 智 慧 管 理 平 台

还 能 够 对 管 廊 内 部 、出 入 口 和 逃 生 口 等 关 键 位 置 进

行 实 时 图 像 识 别 ，如 果 发 现 异 常 ，会 启 动 声 光 报 警

器 ，同 时 记 录 入 侵 实 时 画 面 ，以 便 运 维 人 员 了 解 管 廊

现 场 状 况 。

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正兴街道雅州路的地下

综合管廊内，有一台小型巡检机器人。这个巡检机器

人走几步便停下来四处“张望”，其后台电脑端屏幕上

会同步出现它“眼睛”看到的画面，并实时显示此处的

氧气、温度、湿度、甲烷含量等数据。

天府新区地下综合管廊雅州路片区负责人介绍，这

个机器人的巡检速度可以被自主设定，最大可达 6 米/

秒。该机器人会自动分析巡检发现的问题，并将分析

结果发送到后台电脑上。

“以前，人工巡检每天巡检距离只有 5 公里，需要配

备多名巡检工人，工作效率较低，还容易出现错误。”该

负责人介绍，借助这个巡检机器人，现在巡检发现的问

题能够立刻上报，工作效率提高近 50%。

目前，该巡检机器人的巡检内容包括报警指示灯、

灭火器、环境检测设施、水泵风机、照明设备等。它可

以替代人工完成 80 余项日常巡检工作，大幅降低漏巡、

少巡和错巡出现的概率。

数字化蔬菜产销对接平台、小广告智能采集平台……

城市科技“哨兵”春节不休假

春节期间，人们走亲访友时，喜欢带上一些水果。味道酸甜的

车厘子被列入许多人的采购清单。最近，有关“车厘子是大号樱桃

吗”的话题引发网友热议。那么，车厘子到底是不是大号樱桃？怎

么挑选优质的车厘子？

“车厘子和樱桃是同属不同种的‘兄弟’。它们都属于蔷薇

科樱属，只是品种不同，类似于猕猴桃和奇异果的关系。”北京

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博士、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

院正高级工程师李俊介绍，车厘子一般个头较大，而樱桃通常

个头较小。

“除个头外，同属樱桃‘家族’的车厘子与樱桃，还存在一些差

别。”李俊说。

一是颜色不同。车厘子果皮颜色较深，一般呈暗红色。国产

樱桃果皮颜色较浅，通常呈浅红色。

二是口感不同。车厘子口感绵密，味道偏甜，甜度超过樱桃。

樱桃则口感偏硬，味道酸甜，有很明显的果酸味。

三是产地不同。车厘子属于进口水果，主产地是智利等国。

远距离运输和长时间储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车厘子新鲜度以及

品质下降。樱桃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水果，运输时间、路程较短，在

新鲜度上更有保障。

网上有种观点认为，车厘子是反季节水果，食用不利于健康。

“现在市面上的车厘子不属于反季节水果。”李俊解释，车厘子多从

智利等南半球国家进口，南半球的季节和我国正好相反。车厘子

是在 11月左右，即当地的夏季才开始成熟。

李俊建议，消费者在选购车厘子时，要挑选新鲜、表皮完好、饱

满硬挺、带着果梗的。“尤其要注意查看水果外包装上的‘J’标识。

这是南半球常用的分级单位。‘J’越多，车厘子个头越大。在吃之

前，建议将车厘子在淡盐水中浸泡 10 分钟至 15 分钟，再用流动水

冲洗干净即可食用。”他说。

车厘子是大号樱桃？

甲辰龙年出现“两头无立春”现象，即全年没有立春日，民间称

这样的年份为“无春年”，并传言这样的年份不宜结婚，引发公众关

注。天文科普专家表示，无春年是我国农历历法中出现的正常现

象，而且很常见。

“无春年”是如何形成的呢？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解释说，我国古

人将一年分为二十四个节气，反映了地球在绕太阳运行轨道上的

不同位置，而目前国际通用的公历也是根据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规

律制定的历法，所以节气在公历中对应的日期基本固定，但在农历

中对应的日期却非常不固定。这是因为农历是以月相盈亏和太阳

周年视运动两个自然周期为依据制定的历法，同时为了兼顾一年

中寒暑季节变化，古人还采用设置闰月的方法，也就是很多人所熟

知的“十九年七闰”。这样，农历年就有闰年和平年之分，闰年共 13

个月有 384天左右，平年共 12个月有 354天左右。

春节是农历的节日，它在公历中的日期最早可在 1月 21日，最

晚可在 2月 20日。由于立春在公历中的日期是 2月 4日前后，因此

随着春节在公历日期中的变化，农历一整年中可能会出现两个立

春日，也可能一个立春日也没有。

以甲辰龙年为例，春节是 2月 10日，而立春是 2月 4日，2025年

春节也就是乙巳蛇年春节是 1 月 29 日，而立春是 2 月 3 日，所以甲

辰龙年一整年都没有立春日。

杨婧表示，“无春年”并不罕见，反而很常见，平均 2至 3年就会

出现一次。统计显示，在本世纪的 100 年中，两头春的年份有 37

次，无春的年份有 37 次，单春的年份有 26 次，其中年初立春有 12

次、年末立春有 14次。

杨婧表示，“无春年”只是没有立春日，并非没有立春节气，也

不是没有春天，更与吉凶祸福、婚丧嫁娶毫无关系。

2024龙年是“无春年”？

立春时节，在厦门市翔安区妙高山一处生态茶园，一只绣眼鸟
在樱花枝头上小憩。 新华社发（曾德猛摄）

在距智利首都圣地亚哥50公里的纳提瓦车厘子种植园，工人
展示采摘的车厘子。 新华社发（豪尔赫·比列加斯摄）

图为巡检机器人在地下综合管廊内进行技术调试。

图为留存薄霜的蔬菜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