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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红酒给人带来的暖
意，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物
理层面上的“热”，更是由
于其中的配料与红葡萄酒
组合，发生了妙不可言的
反应。除了氛围烘托之
外，寒冬的热红酒，更是身
体本能的需要。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
第三人民医院治未病科营
养师陈慧云表示，热红酒
里的肉桂、丁香、陈皮等香
料多为辛温香燥之物，具

有一定的温阳散寒、温经
通络、抗氧化、防感冒等功
效，适合冬天喝，但养生效
果有限且因人而异。

陈慧云医生说，用传
统中医的视角来剖析，热
红酒原材料的搭配，与东
汉时期医圣张仲景在《伤
寒论》中所载经典名方“桂
枝汤”的理法有相似之
处。桂枝汤由肉桂、芍药、
红枣等药材组成，具有解
表、调和脾胃、温中补虚、

滋壮气血等功效。热红酒
所用食材之间辛、甘、酸的
味道调和，温、平、凉的性
质互补，有散有收，有补有
通，有润有燥，有升有降，
阴阳和合，形成了一个微
妙的动态平衡。

但值得注意的是，阴
虚火旺、心血管疾病、孕
妇、儿童等人群不建议饮
用热红酒。陈慧云医生提
醒，热红酒毕竟是一种酒
品，要是喝多可能会引起

酒醉现象，人体酒醉严重
的会出现血压下降、呼吸
衰竭、昏迷、休克等严重危
害健康安全的情况，因此
热红酒并不建议多喝，成
人一天最大饮酒的酒精量
建议不超过15g，折合红酒
150ml。

此外，陈慧云医生还
推荐了几款养生热饮，例
如姜丝红糖茶、烤梨、银耳
百合汤、八宝粥等，市民都
可以在家自行烹饪。

新年第一杯“热红酒”，你喝了吗？
加了肉桂、丁香、陈皮等材料的热红酒在福州走红，成年轻人的“冬季治愈小甜水”；

医生提醒，热红酒也是酒，阴虚火旺、心血管疾病等人群不建议饮用

海都讯（记者 马俊杰
梁 展 豪 通 讯 员 李 翔
江 曲 文/图） 记者从中
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铁）获
悉，元旦假期第一天（2023
年 12 月 30 日），南铁发送
旅客 113 万人次，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34.88%，其中
福 建发送旅客 59.7 万人
次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6.12%。

昨日是元旦假期第二
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 75
万人次，其中福建发送旅
客 38.5 万人次，客流较前
一天有一定幅度回落，但
仍保持高位运行，主要以
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为
主。为方便旅客假日出
行，南铁增开南昌西至长
沙南、赣州西至上海虹桥、
福州至宁德、诏安至厦门

北等方向旅客列车 62列，
丰富出行选择。

昨日，福州火车站迎
来旅游、探亲、学生流叠
加的出行小高峰，旅客流
量较前日有所回落，预计
发 送 旅 客 10 万 人 次 左
右。针对节假日客流出
行规律和需求较高的方
向，福州火车站通过加开
动车组列车、加挂车辆等
措施增加运能，采取志愿
服务保障、中转换乘便捷
引导等措施，确保旅客出
行顺利。

据了解，昨日福州火
车站实际开行旅客列车
123 对（始发终到 66.5 对，
经停 56.5 对，其中图外临
客 6.5 对）；福州南站实际
开行旅客列车135对（始发
终到 33对，经停 102对，其
中图外临客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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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元旦假期，
人员流动增多，冬季呼吸
道疾病的传染风险加大。
专家提示，节日期间，要继
续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勤
洗手、常通风、保持社交距
离等良好的卫生习惯，倡
导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
烟限酒、劳逸结合等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
管理处呼吸道传染病室主

任彭质斌表示，元旦春节
假期，人员流动增多，新冠
疫情和其他呼吸道传染病
疫情可能会上升，增加老
年人、慢性基础性疾病患
者等脆弱人群发生重症和
死亡的风险，需要提前做
好各方面准备。

“室内公共场所和交
通工具通常空间密闭、人员
密集，是呼吸道传染病防控
的重点场所。”彭质斌建议，
要做好室内公共场所和交
通工具内部的清洁消毒和

通风换气；公众前往室内公
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时，要科学佩戴口罩，及
时洗手或做好手消毒。

彭质斌提醒公众，出
行前要密切关注目的地传
染病疫情动态和相关部门
发布的信息提示，如果有
发热、咳嗽等相关症状人
员，建议暂缓出行；旅途中
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
惯；返回后要做好自我健
康监测，出现不适症状及
时就诊；要及时接种新冠、

流感、肺炎等疫苗。
节日期间亲朋好友的

聚会有所增加，在饮食上应
注意什么？北京协和医院
临床营养科主任于康提示，
为防止节日期间个人能量
和营养整体过剩或失衡，公
众要遵循“食不过饱”原则，
进食规律尽量和平时保持
一致。此外，要尽量保持食
物清淡，少油少盐。胃肠道
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
者等，要特别注意不要吃得
太过于重口味。

假期第二日，福州火车站迎来小高峰

发送旅客10万人次

冬季呼吸道疾病高发

专家提示节日期间加强健康防护

N海都记者 潘泽彦 林宝珍 文/图

锅里咕嘟咕嘟冒泡，暖意升腾，馥郁柔和的酒香
随之弥散，舀一勺入杯，加入香甜的水果切片……在
寒风凛凛之中，浅尝一口，从嗓子暖到肚子，手捧一杯
香气四溢的热红酒，可以说是冬日的至幸时刻。

跨年的氛围感，更少不了热红酒的烘托，它的温暖、
香气，以及红宝石般的色彩，让人心生愉悦。不仅如此，
热红酒里加入肉桂、丁香、陈皮等各种材料的搭配组合，
还与中医名方“桂枝汤”的原理不谋而合。不过，营养专
家表示，热红酒的养生效果有限且因人而异。

在福州烟台山，有个
售卖热红酒的小摊。广场
空位上停着一辆小面包车，
大火的露营装备往旁边一
摆，琳琅满目的红酒，配上
水果、香料和彩灯，本质上
还是满足了“好拍”的需求，
因此不断有人来光顾。

先将橙子、草莓等水
果放在壶里一起加热，再
将肉桂、迷迭香等香料稍
微烤一烤，激发香味，放入
杯中，再倒入提前煮好的
红酒，点缀水果切片、红枣
干等，一杯香气四溢的热
红酒就做好了。小摊的老
板林先生告诉记者，他在
12月初推出热红酒，节假
日的时候特别受欢迎，多

的时候一天能卖出一百
杯，来购买的大都是年轻
人，出于好奇来尝试。

林先生坦言：“我个人
觉得味道一般，但有的顾客
很喜欢，因为红酒度数稍
高，和水果、香料加热之后，
甜丝丝暖烘烘的，一口下去
整个人都暖和起来了。”

正拿着热红酒拍照的
市民小新说：“我们也是第
一次尝试，酒味和水果味
并存，是很特别的味道，在
寒冷的冬夜来上一杯很舒
服，而且拍照很有氛围
感。”

而在一家兼卖热红酒
的咖啡店里，店员表示，热
红酒的销量起伏不定，主

要受天气和节假日氛围的
影响，因此只在特定的节
点推出。“天气越冷，卖得
越多。红酒经过加热后，
酒精大多已经挥发了，剩
下的红酒风味和水果香
味，很适合追求微醺的女
生。”

记者了解到，福州市
面上，一杯热红酒的价格
大多在二十多元。

制作热红酒，其实没
有固定的配方，八九不离十
的搭配是：红葡萄酒+糖+
香料+水果。市民佳佳经
常在家自制热红酒，她说，
这些材料在外卖平台上都
能买到，制作方式简单，

“红葡萄酒直接喝我不太

能接受，热红酒酸酸甜甜
的，不会喝醉还有助于睡
眠，工作结束后，来上一杯
就能卸下一天的疲惫”。

饿了么日前发布的
《2023 年热红酒外卖消费
趋势报告》显示，2023年11
月以来，热红酒相关商品
外卖量环比增长16倍。热
销商品除了杯装现煮热红
酒，还包含热红酒香料包
和瓶装即饮热红酒等适合
多场景的商品。

热红酒在年轻群体、
商户中持续走红背后，也
印证了消费者对情绪感受
的关注，热红酒带来的即
时松弛感，正符合当下的
情绪消费潮。

加入各种香料、水果，热红酒变身“小甜水”

虽暖心又暖身，这些人群不宜多喝

旅客正在福州火车站候车

加了各种材料的热红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