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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藤

紫藤又名藤萝、朱藤、招豆藤等，原产

中国，属豆科、紫藤属，茎干粗壮，是一种落

叶攀缘缠绕性大藤本植物。随着天气回

暖，紫藤通常会在 3—4 月进入花期，花期

可持续到 5 月。紫藤花多为紫色或淡紫

色，也有红色和白色，呈蝶形，紫穗满垂，缀

以嫩叶，芳香宜人、赏心悦目。紫藤的果实

是荚果，悬垂枝上不脱落。

紫藤是一种优良的观花植物，适应性

强，喜光照充足环境，可在一侧荫蔽环境生

长，较耐寒也较耐干旱，适合城市绿化，常

用于园林棚架，适栽于湖畔、池边、假山、石

坊等处，或用于盆景。

花朵的香味是一
类挥发性小分子化合
物。一般来说，环境温
度越高，化合物挥发越
快，花香也越浓

■■把自然讲给你听R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细嗅蔷薇，香从

何来？我们平常接触的鲜花，很多都有香

味，有的散发淡淡的幽香，有的则会浓香四

溢。那么，花朵的香味到底从何而来？对

于花朵来说，香味有什么作用？人能不能

控制花香？

花朵的香味，多半来自花瓣。香味其

实是一类挥发性小分子化合物。随着花朵

的绽放，这些化合物源源不断地挥发到空

气中，就有了我们闻到的花香。花香各异，

其实就是花朵中产生的挥发性化合物不

同。值得一提的是，“花香”并不一定都是

香味，如大王花、韭菜花等，不仅不香，还有

点臭——这是它们挥发出的含硫化合物的

气味。花香除了跟花自身有关，也会随环

境变化。一般来说，环境温度越高，化合物

挥发越快，花香也越浓。

有些植物的花香可以提神，有些花瓣

可以用来提炼精油、香水，还有些花瓣可以

用来驱虫防腐。很多花的挥发性化合物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如薰衣草中的薰衣草酮可以起到镇静、放松的作用。我们既可

以提取这些化合物作为原料生产相关产品，也可以分析这些具

体化合物的结构，采用人工合成的方式进行规模化生产。所以，

花香产生的化合物既可能是生物资源，也可以给化工行业提供

很多启发。

愉 悦 心 灵 、启 发 思 维 其 实 只 是 鲜 花 给 人 类 的 意 外 之 喜 。

对花朵本身来说，香味起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生存，二是繁

衍。有些植物的气味会让天敌“闻”而却步，减少了采食者，植

物得以更好地生存；绝大多数植物的花香则会招来更多的昆

虫、鸟类等取食花蜜或者花瓣，同时也把花粉带给同类花朵，

帮助授粉、繁衍。

花朵的香与臭，其实都靠基因调控。不同物种的基因不同，

产生的化合物就有差异；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基因不一样，产生

的化合物浓度也存在不小的差异。为了培育香气宜人的鲜切

花，科研人员会对花卉进行杂交或通过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基

因编辑，从而选育出花型、花色、花香最佳的新品种。在日常生

活中，想要延长鲜花的花期，尽量长时间地享受花香，可以通过

降低温度、使用营养液的方法来实现。想要长期留住花香，提取

汁液、制作花茶、阴干保存都是不错的方法。未来，如何进一步

了解花香、利用花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作者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本报记者杨

文明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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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24日电 （记者王浩）

近日，长江防总召开 2024 年工作视频会

议，分析研判今年汛情旱情形势，安排部

署 水 旱 灾 害 防 御 重 点 工 作 。 据 预 测 ，

2024 年汛期长江流域气候年景总体偏

差，涝重于旱；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旱涝

并存。主汛期（6 月至 8 月）流域降水量

偏多，其中长江上游比正常偏多 5%至

10%、长江中下游偏多 10%以上。长江

中下游干流及两湖水系北部可能发生较

大洪水，金沙江中下游等区域可能发生

阶段性干旱，局地因降水集中可能导致

严重洪涝和山洪灾害，此外还需警惕汛

期可能发生涝旱转折现象。太湖防总近

日召开 2024 年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太湖

流域及东南诸河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当

前太湖流域正从南到北进入汛期。

据预测，4月 24日至 26日，华南大部、

江南中部南部、西南东南部等地将再度出

现一次强降雨过程，其中珠江流域部分地

区将有大暴雨，累计面降雨量将有 90 至

150毫米。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支流柳

江、桂江、贺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

及珠江三角洲诸河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

程，其中北江、韩江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

水，东江可能发生首次编号洪水，暴雨区内

桂江、贺江、绥江、梅江及粤东沿海部分中

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及时部

署洪水防御重点工作，狠抓中小水库、中小

河流和山洪灾害等关键环节。

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

水利部部署洪水防御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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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除了保障各场站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外，还要尽心尽

力守护好各驻地的生态环境，让野生动植物不受侵扰。”青海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70 万千瓦多能互补集成优化国家示范工程运

维人员李有斌说。

“青藏高原是我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作为一名

清洁能源从业者，从踏上这片土地开始，我们就肩负起了保护生态

的职责。”从事工程运维工作的方有军说。

2019 年，中国绿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绿发”）

建成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70 万千瓦多能互补集成优化国家

示范工程，填补了国内风光热储调荷的技术空白，有效解决了当前

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技术难题，促进了新能源规模化开发和利

用。为更好保护野生动植物，工程区内设置“生物多样性保护试

点”，运维人员还在项目附近道路醒目处设置了多个“保护野生动

物”提醒标识。在每天的巡查中，运维人员都要认真检查“保护野

生动物”标识，仔细观察野生植物的长势以及有无人为破坏的痕

迹，还会通过红外相机密切观测试点区内的情况。截至目前，之前

极少出现的长耳跳鼠、普氏原羚等珍稀物种多次被观测到。

据了解，中国绿发在全国多地长期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为守护

生态环境添砖加瓦。

在河北文安生态旅游度假区，中国绿发开展生态复育，形成湖

面水系千余亩，兼具蓄水、景观、抗旱防涝等功能，在园区种植各类

苗木 65 万余株，绿化面积达 90 万余平方米。在如画的风光中，游

客还能体验匹克球、腰旗橄榄球、水上高尔夫等多项运动，感受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

在浙江淳安千岛湖，中国绿发千岛湖华美胜地度假区生物

多样性保护基地揭牌成立。自建设以来，该度假区秉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邀请相关专家参与指导度假区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作，积极研究探索基于自然的保护方案，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开展湿地修复和生态恢复示范项目。项目内成立生物多

样性保护党员先锋服务队，努力做生物多样性理念的积极倡导

者和广泛传播者。

在海南文昌，中国绿发对宝陵河湿地公园红树林资源开展抢

救性保护，复育形成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湿地生态群落，为多种鸟

类、鱼类提供栖息和觅食环境；实施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海岸带

生态环境治理工程，通过地貌修复、滞洪池设置、分区植物配置、海

绵城市设计等措施实施生态复育，吸引了众多野生动物，使当地生

物多样性显著丰富。

在吉林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中国绿发启动绿色净零碳

园区创建行动，加强植被种植、建设污水处理厂、投放鱼苗……

大力打造生态湿地园区，为中华秋沙鸭、苍鹭、绿头鸭等鸟类打

造栖息地。

“我们将全力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努力把生物多样性保

护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不断倡导绿

色生活方式、助力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努力实现保护与发展的

双赢。”中国绿发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绿发投资集团积极倡导绿色发展理念——

为守护绿色生态添砖加瓦
本报记者 赵梦阳

本报北京 4月 24日电 （记者刘温

馨）24 日，针对南方等地严重暴雨洪涝

灾 害 ，国 家 防 灾 减 灾 救 灾 委 员 会 启 动

国 家 四 级 救 灾 应 急 响 应 ，在 前 期 已 调

拨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财政

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1 亿元中央

自 然 灾 害 救 灾 资 金 ，支 持 广 东 、江 西 、

广西防汛救灾工作。其中，预拨广东省

5000 万元、江西省 4000 万元、广西壮族

自 治 区 2000 万 元 ，由 地 方 统 筹 用 于 应

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重点做好

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

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倒损

民房修复等。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紧急预拨
支持广东、江西、广西防汛救灾

4 月 以 来 ，华 南 地 区 迎 来 多 次 强 降 水 过

程。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19 日以来，广东、

广西中东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浙江西南部

等地累计降雨量有 100—150 毫米，广东中北

部、广西东部等地 200—350 毫米，广东肇庆、

清远、韶关、广州、惠州等局地 400—519 毫米。

预计未来几天，华南地区的强降水还将持

续。中央气象台预计，24 日夜间至 26 日白天，

江南、华南等地雨势将再度加强。中央气象台

首席预报员孙军分析，27 日至 28 日，南方地区

仍有降雨，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北部和中东

部的部分地区仍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

雨。29 日至 30 日，江汉、江淮、江南及华南中

北部等地还将有一轮较强降水过程。

国家气候中心统计资料显示，华南地区今

年 4 月以来的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

为 1961 年以来的历史第二多。

为何今年 4 月华南地区降水偏多？国家

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郑志海介绍，原因主要有

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江南、

华南等地的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气温升

高增加了大气的含水量，同时增强了对流的强

度，使得强降水事件偏多。另一方面，受到厄

尔尼诺事件的影响，4 月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持续偏强，引导来自南海和孟加拉湾的丰

沛暖湿气流向我国南方地区输送，配合青藏高

原和华南地区的环流异常，形成多次强降水

过程。水汽负荷的中心主要位于江南南部到

华南中北部一带，导致了这个地区的降水异常

偏多。

按照我国气候规律，每年 4 月份华南地区

进入华南前汛期，经常会出现暴雨和强对流天

气，但今年有所不同。专家介绍，今年华南前

汛期跟以往比有较大区别。

郑志海说，往年 4 月份南海季风通常没有

爆发，华南地区的水汽条件总体上不是非常充

沛，因此，强降水虽然经常发生，但是通常范围

不大，持续时间不长。今年 4 月，虽然南海季

风还没有爆发，但是水汽条件已经非常好，并

且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强，使得水汽条件持续偏

好。所以今年的降水过程强度较大，持续时间

长，影响范围较大。

进入汛期后，今年南方的降雨是否还会继

续增多？

专家介绍，今年汛期，我国气候状况总体

偏 差 ，预 计 极 端 天 气 气 候 事 件 偏 多 ，涝 重 于

旱，东部季风区降水总体偏多，区域性和阶段

性的洪涝灾害会较多出现。南方地区的长江

中下游、淮河流域、太湖流域降水预计较常年

同期明显偏多，而北方的松花江流域、黄河流

域中下游降水也偏多，建议提前做好防汛准

备工作。

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

华 南 近 期 为 何 多 雨
本报记者 李红梅

■■古树的故事古树的故事R

▲郑和公园内树龄 600 多年的紫藤进

入盛花期。

中新社记者 泱 波摄

花 开 四 月 天 。 在 江 苏 省

南京市秦淮区太平巷 35 号的

郑和公园内，一株造型奇特的

紫 藤 引 人 注 目 ：主 干 长 20 多

米，最粗处直径超过 1 米，整株

紫 藤 覆 盖 面 积 40 多 平 方 米 。

藤 干 盘 旋 着 ，奋 力 向 上 攀 缘 。

这是大型藤本植物在树龄古老

后的典型特征。进入 4 月中旬，随

着气温回升，在向上攀缘的藤干上，

绽放出一串串紫色的花朵。进入盛花

期的紫藤，充满了生机，吸引了众多市民前

来观赏。一旁的牌子上标示着：现为南京

市一级古树名木，编号 826，树龄 600 多年。

紫色的花一串串垂下来，数以百计，又

多又密，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南京市

园林与林业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朱凯告

诉记者，紫藤的原产地在中国，根据考证，

其最早生长在较高海拔的山地。高海拔地

区紫外线强烈，色素容易显现，鲜艳的颜色

易吸引昆虫授粉，因此才能在恶劣的环境

下生存下来。

是什么风把紫藤“刮”到了东部平原上

呢？朱凯介绍，除了得益于野生紫藤适应

环境的强大能力以外，它们能在平原一带

茁壮成长，也离不开文人雅士的偏爱。紫

藤因其盘旋向上生长的特性，被认为具有

顽强不屈、高洁向上的气质，成为最早应用

到庭院里、园林中的观花藤本植物之一。

清代文学家袁枚在南京任职居住期间，在

随园里种植紫藤。紫藤也是南京的特色乡

土植物。南京目前仍保留着大量紫藤古

树，在中山陵、莫愁湖、瞻园等园林景区，都

能见到。

郑和公园在明代是郑和家的花园所

在，见证了岁月变迁。但在历史的长河中，

由于战乱或者自然原因，许多庭院和园林

毁坏荒芜了，古树名木也在风雨中艰难生

长。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私家园林打开院

门，建设成公园，附近群众自发对古树名木

进行照护。1982 年，当时的国家城建总局

印发《关于加强城市和风景名胜区古树名

木保护管理的意见》。1984 年，《南京市园

林绿化管理规定》发布，明确对南京的古

树名木要重点管护，严禁破坏。 2011
年，《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和管理办

法》出台。这株紫藤由郑和公园负责

日常养护，每天两次巡逻，包括清

理杂草、检查外观等，每月还有

两次专业检查，第三方公司带

着 养 护 工 具 上 门 ，修 剪 枯

枝、上药防虫，清理空洞。

近 年 来 ，这

株紫藤经历过两

次“手术”，一

次是 2007年，树体出现了腐烂，专业公司对

其进行喷药防腐，施肥促进生长，修剪枯枝

促使新枝萌发。第二次是在 2022 年，由于

根系生长顶起了附近砖块，工作人员重新

铺设砖石、扩大了树池，更换了营养土，为

根系舒展留足空间，还在周围布设了传感

器，实时监测树池中土壤环境的含水量、温

度变化、含盐量变化等，将数据实时传输给

管理者，适时进行养护。

“因为养护措施得当，这株紫藤越长越

好。枝条爬满整个藤架，在每年春夏季节，

花朵缀满枝丫。近年来，新枝萌发了上百

根，主干仍然粗壮。”朱凯介绍，这殊为不

易，因为紫藤一旦发生主干腐烂，就会有新

生的枝条来替代老树干，从外观看，就不会

那么粗大、健壮了。

如今，不仅春夏开花的时候许多周边

居民坐在紫藤旁赏花乘凉，甚至在落叶的

秋冬，都有远道而来的游客、摄影师特意来

看它，每年还有中小学生前来参观研学。

“这株紫藤成为‘网红’，既说明古树名

木能给人带来幸福感，也体现了社会对古

树名木的保护合力在不断提升。”南京市绿

化园林局工作人员黄乙芸介绍，南京市现

有古树名木 2087 株，其中树龄 500 年以上

的 38 株，树龄千年以上的 14 株。南京市每

五年开展一次古树名木普查工作，逐一核

对现有古树名木及新增古树的基本信息，

做好鉴定、拍照、登记、建档、挂牌等工作；

常态化开展古树名木保护复壮工作，改善

树体生长势、增强根系生长力；同时，安装

护栏、支撑、避雷针等设施，为古树名木创

造良好的生长环境；针对古树名木易出现

的长势衰弱等情况，邀请高校及科研单位

专家提供技术服务，累计已保护复壮古树

名木 800 多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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