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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林涓
毛朝青） 今天气温小幅
下降，但是仍然在 30℃上
下，体感闷热潮湿，夜晨气
温在 15℃~19℃之间，昼
夜温差大。

今天以多云到阴天气
为主，南部部分县市有阵雨
或雷阵雨，到了 18日降水
显著增强，全省阴有阵雨或
雷阵雨，大部中到大雨，部
分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
时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

福州方面，今天市区
午后气温依旧较高，在
32℃上下，18日明显回落，
今起三天昼夜温差较大，早
晚别贪凉，以免感冒。18
日—19日又将迎来新一轮
降水天气，其间可能还会伴
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气温回落
雨水紧随

海都讯（记者 罗丹凌
通讯员 毛淑文 文/图） 4月
16日，记者在福州马尾东江
滨公园自贸区段看到，这里
的月见草花海正值盛花期，
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市民驻
足赏花、拍照。

只见5000多平方米的月
见草被分成几块不同大小的
花田，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步
道旁，细细观赏会发现，月见
草的花朵犹如儿童巴掌般大
小，外粉内白，颜色逐渐过
渡，中间还有一片橙黄，配上
遍布花瓣的细腻纹路，以及
盛开的雌蕊和沾满黄粉的金
黄雄蕊，令人沉醉不已。

女人爱花不分年龄，无

论是十几二十岁的花季少
女，还是三四十岁的知性女
子，抑或是皱纹已悄然爬上
脸颊的她们，遇到这烂漫粉，
都禁不住拿起手机，“咔嚓”
合影，将美丽定格。

据悉，东江滨公园的月
见草从 2013年播种至今，已
成为福州人心中春日必打卡
景点之一。由于老种出现逐

年退化的问题，2021年起区
园林部门对月见草进行了重
新播种养护后，今年迎来了
盛开期。

记者了解到，有人说，月
见草代表不屈的心、自由的
心；还有人说，月见草的花语
是“沐浴后的美人”。想要感
受这些美好，就快来马尾东
江滨公园赏花吧!

粉色浪漫 沐浴美人
福州马尾东江滨公园月见草花海进入最佳观赏期

月见草，别称待霄
草、山芝麻、野芝麻，为
柳叶菜科月见草属下的
一个种，由于是黄昏后
开花，因此得名。

据说，月见草是在
数千年之前的古印第安
人比较常使用的一种药
物。这种药物来自一种
美丽的花朵，花只在晚
上的时候开放，在傍晚
来临的时候，花朵就会慢
慢地展开，天亮的时候就
会凋谢，只盛开一个晚
上。有说法是这种花朵
的开放，是为了让月亮
来欣赏的，所以它就得
了月见草这样的名字。

月见草的花可以提

炼芳香油，种子可以榨
油食用，茎皮纤维可制
绳。月见草含有高浓度
的脂肪酸和亚麻酸，许
多天然草本化妆品中都
把月见草油作为主要成
分，可以预防和治疗牛
皮癣、湿疹和其他皮肤
病症。

月 见 草 性 温 ，味
甘。有强筋壮骨、祛风
除湿的功能，临床中可
用于治疗风湿骨病以及
筋骨疼痛。也具有降低
血压、血脂和血糖的作
用，常用来防治脑血栓
和预防衰老。同时月见
草还可以缓解精神紧
张，改善失眠焦虑症状。

□知多一点

月见草有何妙用？

考古发现，我国是世
界上植桑养蚕和丝织最早
的国家。《诗经·豳风·七
月》：“女执懿筐，遵彼微
行，爰求柔桑。”《大雅·瞻
印》：“妇无公事，休其蚕

织。”《卫风·氓》：“氓之蚩
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
来即我谋。”

公元前 11 世纪，养蚕
技术传入朝鲜、日本。秦
汉以后，我国的养蚕技术

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亚、
南亚和西亚地区，6世纪中
叶，君士坦丁堡国通过印
度的僧侣从中国私运蚕种
至该国，开西方养蚕之先
河。

春桑正繁“蚕”丝成扇
采桑叶、制桑面、做蚕丝扇……孩子们在春游中感受桑之妙用

福州市区今起三天天气
17日 多云转阴 20℃~32℃
18日 小雨转中雨 19℃~27℃
19日 中雨转小雨 22℃~27℃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梁展豪
实习生 周婉怡 文/图

“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绿。女
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春天，经过
连日的暖阳照射与几场春雨的洗礼，
这时的桑叶最嫩、最绿。春桑正繁，
也拉开了养蚕的序幕。

很多孩子因此走出课堂，走向户
外，采桑叶、制桑面、做蚕丝扇……在
春游中探险世界，学习知识，感知快
乐。正值周末，海都记者来到位于福
清市的桑叶园，与孩子们一起，感受
桑之妙用。

春桑，养育春蚕。而春
蚕用短暂的生命，吐丝营
茧，作茧自缚，破茧成“蝶”。

“蚕茧上的丝胶，就是
蚕宝宝的口水，用来黏合蚕
丝，和燕窝类似。”传统工艺
曾老师介绍道，一只蚕所吐
出的丝，有 1000 米左右。

两粒蚕茧，即可绕出一面蚕
丝扇。

在福清市桑叶园，孩子
们跟随着曾老师，用蚕茧制
作出一面面美丽的蚕丝扇。
而绕丝这一步，并无多大难
度，只需不断转动扇骨，蚕丝
就会均匀缠绕，每位孩子都

可以自己动手尝试。绕丝完
毕，再用配件装饰扇面，一把
蚕丝扇就大功告成。

仔细看去，蚕丝扇洁白
光亮，顺滑细腻。轻轻一
触，扇面冰凉无比。曾老师
说，制作好的蚕丝扇可适当
喷点发胶，就能长久保存。

曾老师说，制作蚕丝
扇，得经过选茧、煮茧、缫
丝以及绕丝等多个步骤。
《天工开物·乃服》中记载
了选茧的要求：“凡取丝必
用 圆 正 独 蚕 茧 ，则 绪 不
乱。”因此选茧时，应在室
外或明亮处将蚕茧放置桌

上，剔除双宫茧、多宫茧及
其他不良蚕茧。

紧接着，就到了煮茧的
环节。曾老师将蚕茧倒入
沸水，并用一双竹筷时不时
搅动，让蚕茧受热均匀。三
至五分钟后，蚕茧的丝胶开
始溶解，此时用筷子在水中

一挑，即可轻松找到丝头。
曾老师说，找到丝头并

不够，还应找到主丝，否则
绕丝时，丝易中断。找寻主
丝，与经验有关。一般情况
下，前面的数根丝都为杂
丝，应弄断弃用，后面的一
根丝才是主丝。

若种桑养蚕，是众人
周知之事，那桑叶制茶、制
面，您听说过吗？

制桑叶茶，首先得采
茶。传统工艺吴老师说，
新鲜桑叶可分小叶、中叶
以及大叶。其中，小叶制
成的茶叶品质最好，大叶
略带有一点苦涩感，但桑
叶味最为浓厚。这些不同
类型的桑叶在采摘后就会
被分类，再进行晾晒。

“晾晒时间根据制茶
类型而定，比如绿茶几乎

不用晾晒，白茶晾晒的时
间就偏长。”吴老师说，晾
晒过后，开始揉茶，将叶片
中的水分“揉掉”。揉茶
时，需用手掌之力，将桑叶
由“绿色”揉成“黑色”。

桑叶“变脸后”，就到
了制茶的最关键一步——
炒茶。经验老到的制茶
人，会完美地控制火候，既
不会太热而“烫伤”茶叶，
也不会太凉而炒不熟。“炒
茶时，讲究‘七进七出’原
则，就是炒七遍。前四遍

的作用在于‘去水分’，后
三遍的目的在于‘炒香’。”
吴老师说，炒好后不代表
结束，为了防止茶叶“回
潮”，还应把它们送进专业
的烘茶机烘烤十余分钟。

吴老师说，桑叶茶的
口感非常顺滑、清新。桑
叶面吃起来也同样清爽。
值得一提的是，制桑叶面，
一定要选择鲜嫩的春桑，
而非经脉过多的老叶，这
样才能保证面条的最佳口
感。

制桑叶茶 讲究七进七出

□知多一点 我国是植桑养蚕最早的国家

一条蚕吐丝约千米 两粒蚕茧绕一面扇

找到丝头并不够，还应找到主丝

月见草花海正值盛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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