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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界的“活化石”

银杏，

藏着许多

小秘密

冬季虽然寒冷，但我们也能收获一份甜甜的“惊喜”———霜打菜。

在超市里有“冬季特供霜打菜，分外甜”标签的各类青菜。那霜打菜是

因为什么原因会变得甜甜的呢？ 本期来揭秘其背后的科学原理。

蔬菜为适应低温而变甜

在二十四节气里，霜降是秋天最后一个节气，此时炎热的气候渐

渐消失，我国大部分地区已能感受到寒意。也就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

一些蔬菜因为低温，自身产生了很多变化。 在霜降前，温度比较高，蔬

菜生长迅速，尤其是叶和茎等部位。由于植物们自身旺盛的代谢，此时

青菜体内的糖分含量并不高。

随着温度下降，蔬菜的生长速度减缓，代谢效率也开始降低。 同

时，为了保证自身细胞内的水分不会冻结，蔬菜会在淀粉酶作用下分

解体内淀粉，并转化为蔗糖、葡萄糖和果糖等可溶性糖分，这样就让青

菜的口感变得更加鲜甜。 一般来说，叶类蔬菜在霜打之后会变得更甜

更好吃，比如白菜、菠菜、菜心等。川渝地区常见的芥菜、大头青、萝卜、

莴笋等，也会在低温之下变得更有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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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会及时采收，避免发生冻害。

植物们的“御寒之道”

面对低温，多“生产”出一些可溶性糖分，是很多植物都会采取的

“保命”方法。 人类也会利用植物的这个特性，收获更多的甘甜。

在自然界，往往含糖量高的植物都分布在相对温暖的地方，植物

会通过花或者果实分泌糖分，吸引动物进行授粉或传播种子。 但种植

在我国北方和全球很多温带地区的甜菜，却是一种怕热的植物，它会

在相对低温的情况下，于根部积累大量蔗糖。 这不仅可以帮助甜菜抵

御严寒，也能给来年生长储存养分。

让自己变“甜” ，只是植物众多御寒技能里的一种。面对残酷的气

候，千百万年来植物早已练就了各种独特的生存之道。另一些植物，会

在秋冬季节让地下的根、茎等器官承担起储存能量的重任。 比如我们

熟悉的山药、马铃薯、百合、洋葱等。虽然在地表之上，这些植物看似已

经衰败，但其实在地表之下还孕育着来年重新发芽的希望。

当然，还有一些植物不愿意在冬天好好“休息” ，而是早早就为冬

去春来做准备了———提高自身的保暖措施， 不耽误正常的生理活动。

松树、柏树等裸子植物就采取了这种策略，它们会在叶片和树干上分

泌蜡质。 这些蜡质不仅可以防止植物表皮被弄湿及水分丧失，更能防

止热量被吹散，提高植物御寒能力。 这样，即使在大雪纷飞的时节，松

柏依旧可以长青。

所有蔬菜被霜打都会变甜吗？

其实并非所有蔬菜都经得住低温考验。 一些抗寒性差的蔬菜，比

如番茄、茄子、豆角、辣椒等，在经历低温时，自身细胞内的水分容易冻

成小冰晶。等这些小冰晶融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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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蔬菜缺

水发蔫，口感变差。

我们在家能自制霜打菜吗？ 答案是不行。 家里的冰箱可以降低温

度，但无法模拟霜冻环境。 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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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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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时节，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一片片金黄的银杏

叶。

银杏在植物分类系统裸子植物门中， 属于银杏纲、 银杏

目、银杏科、银杏属、银杏种五级分类中的唯一代表。

银杏树，又名白果树，是第四纪冰川运动后遗留下来的裸

子植物中最古老的孑遗植物， 和它同纲的所有其他植物皆已

灭绝，所以银杏有“活化石”的美称。

白果糕

材料：白果、糯米粉、

白糖、水

做法： 将白果去壳，

放入锅中蒸熟， 捣成泥

状。

将糯米粉、白糖放入

碗中，加入适量水，搅拌

均匀。

将白果泥倒入糯米

粉中，揉成面团。

将面团分成小块，放

入模具中，按压成型。

将模具放入蒸锅中，

大火蒸 15-20�分钟即

可。

需要注意的是，白果

虽然营养丰富，但也含有

一定的毒性成分，因此在

食用时需要注意适量。 建

议成人每次食用不超过

10颗， 儿童不超过 5 颗。

此外，白果的芯含有毒性

较强的成分，在食用前应

将其去除。

认识银杏

银杏树为银杏科银杏属落叶大乔木，高达 40 米，胸径可

达 4米，其树干挺拔，通直高大，树形优美。

银杏叶为独特的扇形，有长柄，淡绿色，无毛，其叶缘上

的波状线与叶面上自叶柄平行放射状叶脉组合在一起，极富

自然之美。银杏叶中存在两类重要的生理活性物质———黄酮

类化合物和萜内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降低胆固醇及抗氧化作用。

不知你是否注意过， 路上的银杏树有些挂满了果子，有

些却没有。

这是因为银杏是雌雄异株植物，雄树只长雄球花而不结

子，而雌树一般要在生长到 20年以后才开始结子。我们可以

通过观察树形和叶子的形状进行雌雄树的区分。 通常，雌树

树体比较矮小，树枝分散，整个树冠比较圆润；雄树树体高

大，枝繁叶茂，整个树冠看起来像塔一样，上下错落。

尽管现存银杏只有一种， 但其种下变种和品种繁多，已

经有 100多个类型，园艺观赏方面的银杏品种主要有黄叶银

杏、塔状银杏、裂银杏、垂枝银杏、斑叶银杏等。

银杏之“宝”

作为裸子植物，银杏尚未演化出被子植物的果实，但种

子看起来与果实相似，通常呈椭圆形、长倒卵形、卵圆形或近

圆球形状，包裹在 2-3厘米的棕黄色种皮里。 由于白果的乳

胚中含有微量毒素，需要煮熟后方可食用。

在银杏种子成熟并逐渐掉落的时节， 走在银杏树下，可

能会闻到一股怪怪的臭味。 臭味的来源主要是银杏的外种

皮，其中含有丁酸和庚酸等物质，这些物质在破裂之后就会

散发出来，形成一种脂肪变质加水果腐烂般的臭味。 银杏白

色坚硬的“果壳” 实际上是种子的中种皮，红色较薄的部位

是内种皮，最里面是种仁。

银杏之美

历代文人墨客以诗为笔，将银杏的韵味与情感融入字里

行间，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清代李善济的《银杏歌》中“天师洞前有银杏，罗列青

城百八景。 ”描绘了天师洞前银杏树与青城山的美景相映成

趣；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浣溪沙·寄严荪友》所写“况有短墙

银杏雨，更兼高阁玉兰风。 ” 描绘了银杏叶在雨中飘落的场

景，与玉兰花的香气交织在一起，宁静而优雅。

银杏的花期为 3 月下旬至 4 月中旬， 种子 9 至 10 月成

熟，11 月采收。 春夏季节，银杏叶嫩绿欲滴，而到了秋季，则

变成一片金黄，犹如千万把小扇摇曳在空中，承载着历史的

厚重与时光的温柔，缓缓飘落。

银杏集树形美、枝叶美、内在美于一身，融自然景观与人

文景观于一体，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它不仅承载着亿万年

的生物进化历史，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

秋冬之交正是欣赏银杏的好时机，趁着初冬暖阳，走出

家门，与金灿灿的银杏赴一场限定之约吧！

来源：国家植物园（作者：孟晨星）

霜打的菜

为什么那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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