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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海州过寒菜的营养成分、种质选育、异地栽培、产品深加工等方面 , 并且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 最后对海州过寒菜的
综合利用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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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州过寒菜是一种越冬蔬菜, 仅分布于海州古城大约3

km2 的狭小范围内。民间栽培已有300 年历史。海州城内外

栽培的过寒菜的适口性和营养价值大相径庭。城内过寒菜

叶大、茎短、根白且粗 , 俗称“抓地菜”, 汤白汁鲜 , 营养丰富 ;

而城外过寒菜棵高、叶小, 汤汁略黑, 略带苦涩和辛辣味。这

一奇特的现象给过寒菜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留下了一个

美丽动人的传说。

古时候, 海州地区遭遇灾害 , 寸草不生, 饿殍遍野。城中

贫家女子葛寒出城挖野菜, 看到眼前的景象顿生悲悯之心 ,

暗想:“我若能救百姓于水火那该多好呀!”于是, 她走到白鸽

涧前祈求山神救苍生。山神思量过后, 说 :“如果我答应了你

的请求 , 你将再也见不到你的父母了。”葛寒坚定地说:“只要

能救城里的百姓 , 我义无返顾。”山神被她的话感动了, 施展

法术让葛寒变成了野菜 , 让它生长于百姓房前屋后、城墙边

上。这种生长茂盛的野菜, 拯救了全城百姓。此后, 每当交

冬数九时, 总有一种小鸟围着城墙根叫着“葛寒”的名字, 仿

佛提醒人们别忘记葛寒。为了纪念葛寒, 人们便将这种野菜

称作“葛寒菜”。但天长日久, 人们叫走了音, 把“葛寒菜”叫

成“过寒菜”了[ 1] 。另外, 据说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州

王”白宝山曾用过寒菜做成饺子招待民国大员宋子文、陈调

元等人, 得到连声称赞; 著名画家李成章也因水墨画“过寒

菜”而名扬天下[ 2] 。至今很多旅居海外的海州人提起故乡的

过寒菜都泪眼朦胧 , 可见过寒菜在海州人心中的位置。

1  生物学特性

据《连云港市志》记载, 海州过寒菜属十字花科散叶黑菜

类, 有板叶过寒菜和鸡冠( 花叶) 过寒菜2 个品种, 其中板叶

过寒菜品种为代表种。板叶过寒菜羽状裂叶, 卵圆形, 顶叶

宽16～17 c m, 单株重0 .5 kg 左右, 耐盐碱能力强, 叶肉厚, 产

量高。秋季播种, 冬季分批剥叶上市 , 第2 年清明前后收完 ,

产量达37 .5 ～75 .0 t/ hm2[ 3] 。而《江苏植物志》和《中国植物

志》中没有关于过寒菜的记载[ 4] 。

《连云港蔬菜品种志》则认为 , 板叶过寒菜有染色体( 2 n)

20 条, 属于十字花科白菜类。叶片为羽状裂叶, 顶片宽16 ～

17 c m, 卵圆形, 边缘有不规则波纹状浅缺刻, 顶片向下有6 ～

7 对长卵形裂叶 , 向下逐渐变小。尖叶面有小核桃纹 , 无绒

毛, 叶片深绿色, 叶梗淡绿色 , 圆形, 成株8 ～10 叶即现蕾, 主

根发达 , 花黄色, 花苔小叶为箭形, 单株0 .5 kg 左右。耐盐碱

性强, 叶肉厚, 高产。有轻芥辣味, 适宜冬季煮食和腌制[ 5] 。

2  营养价值及药用价值

2 .1 营养价值  过寒菜是海州地区特有的一种食用性蔬

菜, 以特有的野性和强烈的杀口力被人们钟情。过寒菜富含

蛋白质、纤维素、维生素C、胡萝卜素和铁、磷等矿质元素。2

～3 月是过寒菜上市的最好季节。过寒菜与豆腐烧汤, 汤汁

呈乳白色, 营养丰富, 味道鲜美, 入口不涩不腻, 清新爽口; 用

过寒菜和虾皮做馅包饺子, 入口绵鲜微辣、苦中带甘、菜香飘

溢, 让人口齿流芳、回味无穷。

2 .2 药用价值 由于过寒菜性微苦、味凉, 在中医上有清火

消炎、清肠化淤、解毒之功效, 在民间治疗消化道疾病方面有

独特疗效。

3  栽培方法

海州居民习惯将过寒菜与小麦混作 , 于秋分前后播种 ,

播种量15 .00 ～18 .75 kg/ hm2 , 霜降后分批剥片上市( 小雪前

供腌制) , 冬至后上腊肥90 ～105 t/ hm2 , 春节后间苗上市 , 清

明收完。过寒菜的采摘可分多次进行。第1 次在播种后30 d

左右开始摘叶 ; 第2 次从摘叶到清明节前1 周多次间苗 ; 最

后在清明节前1 周全部采收结束[ 5] 。

目前人们种植过寒菜采用挖畦撒播。每年农历八九月 ,

把种子播撒在翻耕过的熟地 , 播种量30 .00 ～37 .50 kg/ hm2 ,

畦地多施农家肥105～120 t/ hm2 。为了防止冻害, 应深栽, 并

覆盖碎草, 有条件的还可以披上草帘。春节后间苗上市 , 清

明节前1 周内采收结束。

此外, 人们试图改变过寒菜的种植方式、种植地点 , 如用

塑料薄膜覆盖, 种子在其他县市异地栽种等, 但都会失去原

来的口味。

4  存在的问题

4 .1 品牌意识不强, 宣传力度不大  由于人们对地方资源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8 ,36(30) :13108 - 13109                  责任编辑 刘月娟  责任校对  傅真治



保护的认识不足, 在过寒菜的种植上缺乏科学指导和技术管

理, 导致生产规模不大。目前 , 过寒菜种植仅局限于小范围。

原因是过寒菜产量高, 价格低, 不耐储存, 影响了菜农的积极

性。菜农仅在河边沟坎、拾边坡地上闲种, 致使海州过寒菜

的产量和品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另外, 品牌宣传的意识

不强, 缺乏异地交流, 也是影响菜农积极性的重要因素。

4 .2  种质资源有待选育  菜农仅在清明后留种自用。过寒

菜常与十字花科其他植物如油菜、黑菜等混种 , 再加上种植

技术不当, 出现品质下降等问题。因此, 有必要对海州过寒

菜种质资源进行鉴定, 筛选出优质种源。

4 .3 异地栽培的困惑  海州过寒菜是一种越冬蔬菜, 生长

周期长 , 种植范围小。随着城市开发、建设速度的加快, 城内

可供种植海州过寒菜的土地愈来愈少。由于城内外栽培过

寒菜的适口性和营养价值相差较大, 品质良莠不齐的过寒菜

在销售旺季涌上市场, 价格仅售1 元/ kg , 难以与“南京黑”、

“苏州青”、“赖蜍菜”、“娃娃菜”、“上海青”等外来蔬菜抗衡 ,

严重挫伤菜农栽种过寒菜的积极性。另外, 过寒菜种植的适

宜范围、无公害、标准化生产与管理等都有待探索。

5  对策

5 .1  加大品牌意识宣传力度 近年来海州地区正在进行大

规模地普查、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 其中遴选一

批确定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6] , 并成功申报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海州过寒菜就在这次普查、挖掘和保护之列。借

此机会, 应该充分发挥当地媒体的优势, 加大对海州过寒菜

品牌的宣传力度, 确保海州过寒菜成功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将过寒菜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5 .2 优质种源是前提  调查现有过寒菜种质资源, 选择品

质优异的种子; 组织烹饪专家对过寒菜食品进行评比, 选出

口味好的品种; 研究过寒菜营养成分、抗病能力等, 筛选出口

感好、营养价值高、抗病能力强的优质种源, 并采用 DNA 分

析手段对优质种源进行分子标记 , 为大规模栽培做好准备。

5 .3 技术是关键 根据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 有目的地选

择过寒菜种植试验基地, 进行种植密度试验、无公害、标准化

管理试验、塑料薄膜覆盖效果试验、施肥类型与施肥量试验、

病虫害防治试验、种质筛选与品质的关系等试验, 从而筛选

出相对稳定的优质过寒菜品种。通过改进生产技术细节, 研

讨具体生产参数, 不断完善过寒菜的生产技术与流程, 为大

规模栽培奠定基础。

5 .4 开发特色、保健食品是保证 目前 , 过寒菜食品的开发

仍处于初级阶段, 主要采用传统烹饪方法, 新的特色菜有待

开发。结合地方特色文化, 加大过寒菜食品烹饪的研究力

度, 以做成新的特色菜是目前的一个研究方向。根据过寒菜

生长季节性强、不耐贮藏等特点, 加大对过寒菜保鲜的开发

力度。过寒菜的保健功能是现今食品开发的另一重点。

6  展望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海州过寒菜这一地方特

有的蔬菜品种作为保健型蔬菜, 以其特有的野性和极好的口

感在众多蔬菜中越发显现出无可替代的作用。只要对这一

品种加以合理的保护和开发, 过寒菜必将成为现代生活不可

替代的一项饮食文化, 也必将为当地经济开发增添新的内

涵。在海州过寒菜的保护性开发中, 探索栽培的方法和途

径, 采用“公司+ 基地+ 农户”的生产模式 , 扩大栽培规模, 保

证货源供应 ; 扩大食品加工的规模, 发展以海州过寒菜为特

色菜的连锁店, 加大海州过寒菜品牌意识宣传力度, 使海州

过寒菜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得到挖掘和保护 , 走生物资

源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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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方式下混植。RYT 值仅反应植物种间在资源利用上的差

异, 不能真实地反应植物间竞争力的大小, 而竞争率则能较准

确地表现混植群落中植物竞争力的强弱。试验初期, 白三叶靠

其葡甸茎的分蘖能力和不定根的营养供给在群落中占据主导

地位,竞争能力大于狗牙根; 而狗牙根的喜热特性使得在温度

升高时竞争率大于白三叶而成为群落的主体, 此结果类似于扁

穗牛鞭草被白三叶从混播草地系统中排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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