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访
市场需求呈上涨趋势

2022.2.25 星期五
责编 薛亮 ｜ 版式 小凯 ｜ 校对 阮奇鑫 焦点新闻焦点新闻 AA0505

24日上午，记者在朝阳农贸市场逛了一圈后
发现，卖香菜的摊位不少，但备货量普遍都只有一
小堆，基本都是和香葱、大蒜等香料类的摆在一起
售卖，只有少数摊位的备货量比较大。一名摊主
告诉记者，他家算是进货比较多的，大概进了一二
十斤，但一天下来也卖不了多少，“一般人一次只
买 1-2两的一小把，作为烧汤、凉拌菜等的佐
料”。记者询问了几个摊位后发现，香菜的售价在
每斤9到12元不等，新鲜的稍微贵一点，品相差
一些的就便宜一点。记者观察了半小时发现，正
如摊主所言，大多数市民一次只买1-2元，只有一
位市民称了半斤，说是准备买回去包香菜馄饨。

万寿河蔬菜专业合作社在惠山精细蔬菜产业
园内年种植香菜十余亩，每亩产量约1500公斤。

“市场上香菜散户零散种植的比较多，规模化种植
的还不多。我们基地主要是供应精品商超的，这
几年香菜的市场需求呈上涨趋势。”据合作社负责
人郜先生介绍，基地规模化种植香菜已经有五六
年了，起初日供才10份（200克/份）左右，现在日
均可达30-50份，节假日高峰期超过50份，每年
的供货量都在上升。据了解，全市香菜种植面积
不超过30亩，主要集中在惠山区，大部分是供应
本地市场。

作为佐料，香菜每次买起来也就买一小把，所
以消费者对香菜价格的波动不太敏感。但很多人
还是对去年夏天香菜那“高攀不起”的价格印象深
刻，吐槽“香菜价格高得好明显，简直吃不起”。“去
年七八月份批发价要20元/斤，10月到今年1月
回落到6元左右，最近小涨到9-10元。”郜先生分
析，去年价格飙升主要是因为高温不适合本地香
菜生长；最近则由于冬季偏暖，田里香菜收获过早
导致市场缺货，所以价格略有上涨。“现在香菜生
长周期没有冬天长，后期产量跟上后价格就会相
应回落。”

““世界讨厌香菜日世界讨厌香菜日””：：

你对香菜是爱是恨你对香菜是爱是恨？？
“你好，不要香菜，谢谢。”2月24日是“世界讨厌香菜日”，这个词条也于当天冲上了微博热搜。这个

奇怪的节日是讨厌香菜的人所创办的。据非官方统计，全球大约有15％的人不吃香菜，也就是说，全球
每100人中有15个不喜欢吃香菜，因此在每年2月24日，他们都会在“世界讨厌香菜日”用文字、图片以
及行为来发泄对香菜的不满。那么，无锡市场上的香菜种植和销售情况如何？为什么香菜能让对它爱
恨的人分成对立的两派，让人看不到中间地带？记者对此进行了一番探访。

有人对香菜爱得不行，就有人对香菜厌
恶得连提起名字都很抗拒。讨厌香菜的人，
高喊着“没有买卖，就没有香菜”，他们不仅希
望“香菜滚出农贸市场”，甚至还希望“香菜永
远从地球上消失”。陈先生就不喜欢香菜，所
有菜品里的香菜一定要挑出来才能吃，因为
他觉得香菜的气味很奇怪，“就像小时候玩的
瓢虫那种奇怪的气味”。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香菜呢？甚
至有些人即使反复练习，还是无法接受香
菜。不爱吃香菜的人有时会被认为是挑食或
者被贴上“矫情”的标签，然而这种情形并非

“矫情”，它更可能与基因有关。有研究分析，
对于许多厌恶香菜的人而言，他们尤为讨厌
香菜的气味——一种类似“肥皂”“霉菌”或

“昆虫”的奇怪气息。香菜之所以会有如此特
殊的味道，主要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醛类，还
有一些醇类。

遗传学研究表明，对香菜味道的不同感
受，可能源于嗅觉受体上的基因差异。有些
人的11号染色体上，有一段叫OR6A2的基
因，对醛类物质非常敏感，这就导致携带这一
基因的人更容易闻出香菜的特别气味。同
时，香菜还有一些苦味的味觉基因，也会影响
到香菜的接受程度。不过，基因并非是完全
的决定性因素，从小的饮食习惯和文化，也对
个人的食物偏好有影响，所以遇到一些不吃
香菜的人，不能简单认为他们挑食，可能是他
们的身体对香菜本能的抗拒而已。

虽然香菜因为特殊气味受到一些人的冷
落，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营养很高，适合大
多数人吃。比如香菜中的膳食纤维、胡萝卜
素和钾等微量元素含量都不低，尤其是维生
素C和钙的含量接近牛奶。而且因为香菜的
气味让它很少有虫害，一般不需要喷洒农药，
因此更适合生食、泡茶和做菜用。中医还认
为，香菜性温味甘，能健胃消食、发汗透疹、驱
风解毒。

对于实在无法接受香菜味道的人来说，
不妨试试以下方法：烹制时，可将其焯水或是
多炒、多煮一会，这样可以去掉挥发油成分，
从而使其味道变淡。但应注意的是，长时间
的高温烹煮会破坏香菜中一些营养素，损失
一部分营养物质。

（晚报记者 潘凡/文、摄）

2月21日，某快餐品牌推出了限时售卖5天的
“香菜新地”一时火出圈，引来众人尝鲜。据了解，这
款“香菜新地”是在原味冰淇淋上淋了青柠酱，再撒上
香菜叶作为点缀。这一绿色清新风格让爱好香菜人
士直言“上头”，小李就第一时间去品尝了，“其实酸酸
甜甜的味道主要是青柠酱，香菜叶就是脱水蔬菜那
种，有点像吃纸片，吃的时候香菜味并不浓郁，但吃完
后倒是‘回味久久’”。

该快餐品牌的点餐员告诉记者，21日上新后，点
单的人很多，因为是限量供应的，到22日下午就售罄
了。周女士22日晚上去买的时候就错过了，于是她
和女儿各买了一杯草莓和巧克力味的新地，回去撒上
一把香菜叶DIY。周女士说：“我看了测评，好多人说
脱水的香菜口感并不好，所以就买回来自己撒上新鲜
的香菜。还挺新奇的，香菜的清香配上冰淇淋的凉爽
可口，双层味蕾刺激还是有点点过瘾的。”不过，周女
士的女儿却觉得这两种口味没有很好地融合，香菜归
香菜，冰淇淋归冰淇淋，没达到她预想的口感。

除了香菜新地，市场上还有很多“香菜味周边”，
比如香菜薯片、香菜饼干、香菜果汁、香菜奶茶、香菜
冰沙、香菜柠檬茶、香菜巧克力等等，甚至还有美食博
主在网上分享香菜蛋糕的做法——将香菜榨汁和鸡
蛋黄搅匀，加入低筋面粉烤制而成的香菜蛋糕，让不
少香菜党表示“狠狠心动了”。除了吃到嘴里的，热爱
香菜的人甚至还研发出了其他香菜周边，比如香菜味
的香水、面膜、沐浴露等，他们愿意360度无死角地环
绕在香菜的芬芳当中。这些打着香菜噱头的产品，吸
引了不少消费者的关注和猎奇。

对于“无香菜不欢”的周女士而言，香菜是很多菜
的“灵魂”，不论是堂食还是点外卖，一定要嘱咐店家
或留言“多加香菜”。“色如牛奶的鱼汤上撒上香菜末
儿，鲜香的面条一定要铺上满满的香菜，任何一盘平
平无奇的凉拌菜只要撒上香菜就会惊艳无比。”周女
士说，他们一家人都爱吃香菜，饭桌上几乎天天有香
菜的身影，隔三差五就会买把香菜备着。“我家烧汤，
每碗汤里都有香菜。火锅调料或烧烤蘸料也一定要
放香菜。来不及吃的就和肉一起做馄饨馅儿。”昨天
中午，周女士做了三文鱼豆腐汤，特意做了两份，一份
有香菜、一份没有。“这几天我妹妹的女儿来我家上网
课，小朋友不吃香菜，所以我就准备了两份汤。”周女
士还说，她女儿喜欢把香菜切得碎碎的撒在汤里，她
父亲则喜欢生吃香菜，什么都不搭直接把大把的香菜
往嘴里塞，类似于北方人吃大葱的劲头。“我们出去吃
火锅，我爸就拿了一盘香菜，自己咯嘣咯嘣在那生嚼
呢。”

产品
各种“香菜味周边”你会尝试吗？

调查
为什么人们对香菜“爱憎分明”？

调查
为什么人们对香菜“爱憎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