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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包括初伏、
中伏和末伏，它的日期
由二十四节气和干支
纪日的日期共同决定；

“三暑”反映的是暑热
变化趋势。前者蕴含
着人文时间里的生活
智慧，后者主要是自然
时间的科学表达

■■把自然讲给你听R

今年 7 月 22 日，我们迎来夏季最

后一个节气——大暑。民谚有云“冷

在三九，热在三伏”，又说“小暑大暑，

日蒸夜煮”。“三伏”的日子是怎么确定

的？和小暑、大暑有什么关系？

“三伏”包括初伏、中伏和末伏，它

的日期由二十四节气和干支纪日的日

期共同决定，所以也被归为“杂节气”

一类。民谚云“夏至三庚数头伏”，从

夏至日开始，数到第三个庚日（指干支

纪日中带有“庚”字的日子）开始入伏，

到第四个庚日前一天，为初伏。立秋

后的第一个庚日到第二个庚日前一

天，为末伏。两者之间是中伏。在“十

天干”中，每个庚日相隔 10 天，所以初

伏和末伏都是 10 天。中伏的长短取

决于入伏早晚。经计算，入伏的日子

在阳历 7 月 10 日至 21 日之间。如果

在 7 月 18 日前入伏，则中伏为 20 天，

三伏天共 40 天；在 18 日后入伏，则中伏为 10 天，三伏天共

30 天。今年是在 7 月 15 日入伏，三伏天就是 40 天。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年三伏天的全国平均气温看，三伏天长

并不意味着这一年要比三伏天短的年份热。

在二十四节气中，有 3 个节气带有“暑”字：小暑、大暑

和处暑，合称“三暑”。“三暑”反映的是暑热变化趋势。从小

暑到大暑，暑热不断加强。经过立秋节气，到处暑时，“暑气

至此而止矣”。“处暑”的“处”是终止、结束的意思，所以“处

暑”也俗称“出暑”。如果将入伏和出伏的时间对应到节气

时段的话，通常是在小暑节气期间入伏，立秋、处暑节气出

伏。也就是说，“三伏”与“三暑”的时段基本重合。

既然如此，古人为何又要设置一个“三伏”呢？

“暑”与“伏”的含义不同。“暑，煮也，热如煮物也。”既

热又湿，是小暑和大暑节气的典型特征。小暑是我国全

年降水最多的节气，开始进入“高温高湿”阶段。大暑是

我国全年平均气温最高、高温日数最多的节气，“湿热交

蒸”至此达到顶峰。而三伏之“伏”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

说阴气伏藏；二是指人的伏藏，“隐伏避盛暑也”。基于这

种认识，民间还衍生出吃伏羊、贴三伏贴等多种饮食习俗

和保健传统。

相对而言，“三暑”是客观的气象表达，对于农事具有

重要参考意义，特别是小暑和大暑“雨热同期”，在一定范

围 内 能 够 有 效 促 进 农 作 物 的 光 合 作 用 和 蒸 腾 作 用 。 而

“三伏”是中国古人对于暑热的观念认知，体现着传统的

阴阳观，是民众调适生活方式的指南。换言之，“三暑”主

要是自然时间的科学表达，“三伏”蕴含着人文时间里的

生活智慧。

（作者为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二十四节气

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报记者常钦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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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之美，美在山水人文。不论山水还

是人文，都离不开古树名木的装点。

从天目山脉的天目铁木，到云栖竹径的

千年古枫香，再到西子湖畔的悬铃木……杭

州的古树名木数量大、分布广、种类多。截至

2023 年底，杭州城区共有古树名木 1242 株，

包括一级古树 88 株、二级古树 120 株、三级古

树 1029 株、名木 5 株。

如何保护好这些“会呼吸的文物”？杭州

推出科学保护、数字赋能等创新举措，为生动

展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生态底蕴进行了有

益探索。

“一树一档”，实施整体
性科学保护

五云山上，一株近 1500年的古银杏树历经

风雨沧桑，依旧傲然耸立；云栖竹径，层林深处，4株

千年古枫香树雄姿挺拔，守护着静谧山林。

“ 在 杭 州 ，古 树 名 木 种 类 繁 多 ，气 质 各

异。保护这些古树名木，必须因地制宜、因

‘材’施策，不然就有可能留下无法弥补的遗

憾。”杭州植物园（杭州西湖园林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楼晓明说。

“保护古树名木，首先要摸清底数。”楼晓

明介绍，自 2020 年起，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每

年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全市城区在册古树名

木资源开展调查，对城市古树名木的立地条

件，树体外部形态、健康程度等进行“体检”，

量身定制“一树一档”。同时，持续开展古树

名木普查与新增古树名木认定工作，为做好

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提供基础数据。

在此基础上，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推出了

因地制宜、科学保护的务实举措。针对部分

长势衰弱的古树名木，积极实施保护复壮工

程。2020 年至 2023 年，已累计完成 173 株古

树名木的保护复壮工作，并逐步摸索出一套

古树名木保护复壮的规范流程。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园林绿化处四级调研

员钱桦介绍：“保护古树名木，不仅要让这些

‘绿色瑰宝’自然存活，还要将其作为文化遗产

进行整体性保护。”近年来，浙江大力推进古树

名木文化公园建设，杭州城区目前已有 6处各

具特色的省级古树名木文化公园。以 2024年

新认定的杭州吴山香樟古树文化公园为例，公

园面积约 54公顷，登山环顾，满目尽是古老苍

郁的市树香樟，更有 630年树龄的龙柏。杭州

云栖竹径枫香古树文化公园、杭州植物园香樟

古树文化公园等古树群落见证历史变迁，融入

日常生活，给广大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乐趣。

智慧赋能，让古树名木
保护提质升级

如何通过新技术应用让古树名木保护工

作更加智慧、便捷、高效？

“ 小 平 台 ”，蕴 藏“ 大 能 量 ”。 杭 州 市 园

林文物局开发建设了杭州智慧园林综合管

理平台。通过杭州智慧园林综合管理平台

中 的 古 树 名 木 管 理 子 平 台 ，杭 州 城 区 古 树

名 木“尽 在 掌 握 ”。 其 中 ，古 树 名 木 数 字 档

案 库 可 查 询 古 树 名 木 的 保 护 级 别 、责 任 单

位 、树 种 类 型 、养 护 单 位 等 信 息 ，也 可 以 通

过 地 图 定 位 即 时 查 看 古 树 名 木 的 位 置 信

息；“古树名木一张图”则由类型统计、科属

统计、古树体检等模块组成，便于管理者从

宏观上掌握古树名木的空间分布及属性信

息 ，针 对 单 株 情 况 ，可 看 到 古 树 编 号 、科 属

名、地点、树龄、经纬度、环境及细节图、土

壤条件等。

杭州市园林绿化发展中心主任吴海霞

介绍，杭州正积极探索数字化场景创新。除

了 古 树 名 木 管 理 子 平 台 外 ，杭 州 还 推 出 了

“古树智检”巡查养护作业系统前端小程序

与后台管理系统，让一线工作人员在指尖就

能精确定位古树，定期对古树周边的环境、

生长情况及保护状况开展动态监测和跟踪

管理，并结合现场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及时采

取 保 护 、复 壮 等 科 学 措 施 ，实 现“树 树 有 档

案、棵棵有人管”。

具体而言，前端小程序可明确各级管理

人员和养护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实现对古树

名木的闭环管理，并充分结合数据可视化技

术，将待巡检树木准确定位、直观展示，便于

巡查员随时记录问题，促进管养联动；后台管

理系统实现多端互联，工作人员既可以通过

手机等设备进行操作和管理，实现不同角色

间的任务协同，又可以与前端小程序实现数

据同步和共享，提高巡查工作的灵活性和准

确性。

杭州还引进物联网保护技术对古树试点

构建白蚁自动化监测预警控制系统，共布置

安装白蚁监测点 209 个。利用物联监测技

术，在古树名木遭遇蚁害时，系统可自动发出

警报，显示相关位置，提醒养护人员及时前往

蚁害具体地点进行处理。依托系统实时监

测，初始、有蚁、灭杀中、已灭杀等不同工作状

态都能直观显示。

多措并举，营造爱绿护
绿的浓厚氛围

在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湖光山色相呼

应，沿路可见 111 株古树。城市建设中如何

保护好古树名木？多年来，杭州走出了一条

涵盖法规、导则及规划的全方位保护之路。

2022 年 8 月，《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决

定》通过，明确古树名木属地责任，要求市和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设立保护标志和划定

保护范围，市和区、县（市）古树名木行政主

管部门应建立古树名木数字化档案；2024 年

2 月，《杭州市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正式施行，将树龄在 80 年及以上、不满 100 年

的树木列为“古树后续资源”，一并纳入保护

范围，有效防止在城市基础设施及工程项目

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损害古树后续资源

的情况。

同时，为了让古树名木养护管理有据可

循，杭州市园林文物局从土壤检测与改良、排

水设施、树洞保护、地表处理、有害生物防治

等方面出发，编制完成《杭州市城市古树名木

日常养护管理技术导则》，于 2023 年 1 月发布

实施。

正值暑期，在“西湖十景”之一花港观鱼

景区，一群儿童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身旁的

古树名木，一边聆听专业老师的讲解，一边对

古黑松、古羽毛枫、古广玉兰啧啧称奇……这

是由杭州市园林绿化发展中心举办的杭州市

古树名木保护 City Walk（城市漫步）探索之

旅公益研学系列活动之一。目前，杭州积极

开展古树名木宣传，在线上，通过“绿色家园”

等小程序吸引公众参与古树保护；在线下，通

过古树名木主题展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浓厚

的爱绿护绿氛围。

“作为同时管理园林与文物的政府机构，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的设置就彰显了杭州推动

园林与文物共同繁荣的决心。推动古树名木

保护工作逐步实现法治化、标准化、科学化、

规范化势在必行。”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局长高

小辉表示，“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骄傲，杭

州将进一步加强日常保护管理工作，提高全

社会保护意识，让古树长青。”

上图：云栖竹径的古枫香树。

下图：天目山路留下段路旁的古樟树。

以上图片均为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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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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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宁 7月 21日电 （记者强郁文）20 日，2024年江源

综合科学考察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直门达水文站启动。

此次科考由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联合湖北省气

象局、北京大学、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等单位共同组织，

将开展对长江正源沱沱河、南源当曲、北源楚玛尔河的水资源、

水生态环境等多学科综合考察，内容包括水文、泥沙、河道河

势、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土流失、冰川冻土、地形地貌等。

科学考察队负责人、长江科学院总工程师徐平介绍，江源

科考自 2012 年起每年开展，是对长江源开展次数最多、覆盖

最广的科研活动之一，旨在进一步掌握长江源区的生态环境

现状，为长江大保护、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长江源区水—生

态—环境演变与适应性保护对策研究以及其他科研项目提供

基础数据。

2024年江源综合科学考察启动

进一步掌握长江源区的生态环境现状

本报武汉 7月 21日电 （记者寇江泽、范

昊天）记者从 21 日举行的中国碳市场大会上

获悉：截至 7 月 15 日，全国碳市场碳配额累计

成交量达 4.65 亿吨，累计成交额近 270 亿元，

市场运行平稳有序。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压

实企业碳减排责任、推动行业低成本减排、推

动行业技术进步等方面的作用逐步显现。

据悉，全国碳市场是中国实施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和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中国碳定价的主

体机制。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2021 年 7 月

启动上线交易，已顺利完成两个履约周期建

设运行，覆盖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51 亿吨，占

全国排放总量的 40%以上，是全球覆盖排放

量最大的市场。2023 年，全国电力行业碳排

放强度相比 2018 年下降了 8.78%。

本届大会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部共同主办，主题为“深化碳市

场交流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会上发布了

《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4）》。报告显示，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二个履约周期共纳入发

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含其他行业自备电厂）

2257家，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和成交额较第

一个履约周期分别上涨 47.01%和 125.26%，挂

牌协议交易成交量和大宗协议交易成交量分别

上涨 33.93%和 49.73%。今年上半年，月均成交

量达 366.82万吨，同比上涨 174.90%。

“随着全球碳减排力度不断加大，碳市场

政策工具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和应

用。”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将加快推

进全国碳市场各项建设工作，稳步扩大行业

覆盖范围，将钢铁、水泥、铝冶炼等重点排放

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持续强化

数据质量管理，逐步推行配额有偿分配，不断

丰富交易主体、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研究探

索碳金融活动的可行路径，充分发挥碳市场

推动低成本温室气体减排功能，助力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

运行三年来

全国碳市场累计成交额近270亿元

本报广州 7月 21日电 （记者罗艾桦）记者从广州市农业

农 村 局 获 悉 ：《广 州 市 花 卉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24—2026 年）》（以下简称《方案》）日前审议通过。《方案》

要求，通过深度挖掘资源禀赋、加速花卉种业振兴、优化生产、

扩大市场、服务升级以及花文旅融合等，努力将广州建设成为

国内领先的花卉种业创新中心、现代花卉市场流通中心、花卉

产业融合示范中心、全球知名的盆栽花卉交易中心，进而打造

国际一流的花卉产业高地。到 2026 年，全市花卉生产面积稳

定在 34 万亩左右，第一产业产值要达到 100 亿元，全产业链产

值要达到 400 亿元。

《方案》强调，要特别注重花卉种业提升，加快构建以华南

国家植物园和国家级花卉种质资源库为重点、各种专业类特色

花卉种质资源圃为支撑的全市花卉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其中，

重点提升兰花、菊花、茶花、月季等传统名优花卉和蝴蝶兰、红

掌、白掌、观赏凤梨等特色花卉及石斛、金线莲、妙峰玫瑰等药

用花卉的育种创新水平。与此同时，力争到 2026年，新增国家

植物新品种权和通过省评定的花卉新品种各 90个左右。

广州打造国际一流花卉产业高地
将加快构建全市花卉种质资源保护体系

核心阅读

浙江省杭州市古树名木
数量大、分布广、种类多。近
年来，当地通过量身定制“一
树一档”、开发智慧园林平台、
编制技术导则等举措，对古树
名木实施整体性科学保护，让
保护提质升级，令古树长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