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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民生

春暖花开、春色满园的杭州，有什么恼人的事情吗？有，比如，满城飘荡的柳

絮和梧桐飞絮。这些带毛的小家伙，随着春风，一个劲儿地往人的鼻孔里钻，让

很多人都害怕出门。

2018年4月，杭州市绿化管理站开始给杭州市所有胸径20厘米以上的柳

树雌株，打一种被称为柳絮“结扎针”的药剂。

昨天，杭州市绿化管理站在余杭人民广场公布了一年以来各个城区的柳

絮防治效果，柳絮抑制的有效性高达99%。新一年的柳絮抑制防治工作即将

在全市全面推开，范围比去年更广。

去年，杭州对17019株胸径20厘米以上的柳树雌株，打了“结扎剂”

时隔一年，柳絮抑制效果如何，来看看这份成绩单吧

抑制有效性99%！柳絮，明年会更少
本报记者 章然 通讯员 王萍萍 去年今日

17019棵柳树打了“结扎针”

杭州市绿化管理站之所以选择在余杭人

民广场公布一年的柳絮防治成绩单，是因为

这里的柳絮防治效果特别明显。

余杭人民广场里，有 27 株柳树，都是胸

径40-50厘米的大树，其中15株是会飘絮的

雌株。往年一到飘絮季，广场方圆几公里内，

漫天的柳絮纷纷扬扬，逼得市民不得不口罩

长裤全副武装出行。广场绿化管理负责人粱

建法参与了整个过程：“效果真的挺明显！今

年4月，柳絮飘絮季，广场上的柳树一丁点柳

絮都没有了。”

一棵树需要柳絮抑制针剂的量大不大？

会不会很贵？

粱建法说，一点都不贵。广场内，胸径

50 厘米的柳树需要 10 针，费用差不多 30 块

钱：“算是小投入，大回报了。”

去年，杭州市园文局、市绿化管理站与各

城区绿化管理部门一起，对全市17019棵柳树

雌株进行了柳絮抑制工作。从整体抑制情况

来看，柳絮抑制的有效性达99%，个别出现飘

絮的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操作方法不

当，如注药时间不对或者注药的药量、位置不

对；二是柳树雌株的标记工作未完全到位。

柳树打针
不会影响树木生长

昨天的现场，绿化工人们开始新一年的

“打针”。他们选择离地面大概 2 米的位置，

在树木主干分叉处下方，用电钻打上几个孔，

然后将小药瓶插头插入孔中并拧紧，确保不

漏液。过两三天，等药水进了树中，就可以拿

下来了。

有人发问：“这打进去的药水，会不会影

响到柳树生长呀？”

杭州市绿化管理站养护管理科副科长陈

亮说，不必担心柳树受伤，相反，这样的做法

更能促进柳树生长，“植物的生长分为生殖生

长和营养生长，向柳树树干注射柳絮抑制剂，

通过抑制花芽分化，转向叶芽分化生长，使得

柳树不开花、不结实、少结实，即暂停其生殖

生长，从而全面起到抑制飞絮的作用。用于

生殖生长的养分就会转而供应它的营养生

长，为植株的长叶、长壮提供了更多的养分。

所以，规范地进行注药抑制后，你会发现柳树

叶子更绿，生长更好，让市民都能欣赏到柳树

带来的秋色叶景观。”

众所周知，柳树雄株不会飘絮，雌株则会

产生飞絮，洁白的絮毛带着柳树的种子在寻

找合适的栖身之所，“所以，我们会在柳絮飞

舞的季节，做好标记工作。柳絮飘散期基本

结束后的第 20 天至第 30 天之间，进行树干

注药，宜早不宜迟。要在柳树花芽未分化以

前或花芽分化初期注药，太早或者太晚没法

达到预期效果。”陈亮说。

在柳树的选择和打药的位置上，杭州市

绿化管理站也规避了很多风险，“首先，我们

会选择胸径 20 厘米以上且生长正常的柳树

雌株进行注药防治。太小的柳树会规避掉；

其次，打药的位置选择在树杈下，离地 1.5 米

以上的位置。这也是有讲究的：一是防止小

孩调皮拿走药瓶，二是这个位置更有利于树

木通过植物本身的蒸腾作用，将药物带到树

体的每一个枝杈。”

范围进一步扩大
以后杭州飞絮会越来越少

事实上，杭州的柳絮抑制试验最早开始

于2016年——当时，杭州绿化管理站挑了柳

树密集地的两处：一处在西湖边的柳浪闻莺，

51 株柳树；另外一处在中河边的美政桥头，

11株柳树。

一年后，柳絮抑制成功率达到 60%—

70%。

随后，柳絮抑制工作在2018年向全市推

开。2018 年的柳絮抑制工作选取了人流量

大的河道、公园、绿地等范围来进行，“像柳浪

闻莺、苏堤等柳树集中的地方，还有一些市民

反映比较多的地方，大多是公共绿地的柳树

在打药。”

今年的柳絮抑制工作将进一步扩大防治

面积，在原来抑制范围的基础上，对居民反映

多、居住区较为集中的地方进行柳絮抑制防

治工作，“相信经过各城区绿化管理部门的共

同努力，以后杭州飞絮季会越来越短，越来越

少。”杭州市绿化管理站表示。

本报讯 春尽夏来。今起，杭州正式入

夏，持续72天的春天终于画上了句号。

午后阳光下，气温在春末的微风里疯长。

昨天，杭州主城区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8.2℃。

杭州市气象台预计，今天最高气温 30℃，

23-24 日还会升至 31-32℃。热，也在情理

之中——昨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它

往往是二十四个节气中日照时间最长的。它

也是众多地区“集体”入夏的高峰期。这不，杭

州的夏天，踩着点来了。据杭州市气象台统

计，杭州常年平均入夏时间在5月20日，去年

有点早，在 5 月 12 日。今年入夏，不早不晚，

刚刚好。接下来，浙江多地也会陆续入夏。

小满节气前后，就可能有高温日短暂冒

头。据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统计，以杭城为例：

1963、1991和2004年5月下旬，共出现过5天

高温日。还记得去年5月吗？去年5月14日，

杭州早早迎来了当年首个高温日；两天后，杭州

最高气温37.6℃，打破了有气象纪录以来，杭州

5月最高气温纪录。去年5月14日至18日，杭

州遭遇高温“五连击”，无论是高温强度还是持

续时间，都刷新了纪录。一般来说，杭州每年的

首个高温日会出现在6月下旬至7月上旬，常

年平均首个高温日为6月14日。

当然，连晴数日后，雨水也不断寻求存在

感：预计，26 日前后，强对流天气条件较好，

杭州风雨较明显。到时，日渐高涨的“火气”

自然也会被浇灭些许。 本报记者 段罗君

持续72天的春天，终于画上句号

今起，杭州正式入夏

工作人员正在给柳树“打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