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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樟树会散发特殊香味，不招虫。但事实上，

白蚁等多种虫类都会对樟树造成伤害。

具体到这几棵树又是怎么回事？昨天上午，记者来到紫金港北

路。

在紫金港北路的北段西南侧、厨房斗公交站台附近，记者找到了

读者所拍摄的那3棵树，不过树干上已不见枯朽的树皮。

附近的樟树还好吗？记者沿紫金港北路步行，从欣然街路口行

至池华街路口，约200米长的路段内，两侧人行道至少有40棵樟树，

其中有5棵开裂明显，有些树上残留着一种带缺口的白色软壳，疑似

虫卵孵化后留下的。

樟树到底招不招虫害？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和修复？

樟树受损原因，和前期高温天气有关

昨天，记者联系了杭州市园林绿化发展中心绿化管理科科长陈

亮。他告诉记者，已经知悉紫金港北路部分樟树受损的情况，已于

10月10日前对受损樟树进行养护。

从照片来看，这几棵樟树健康受损不是因为虫害，而是另有其因。

“这种情况在樟树上比较常见，成因比较复杂。一方面，部分行

道树木是从外省调运而来，运输过程中可能造成破损；另一方面，前

期高温日灼，对树木也造成了损伤。”

陈亮还说:“早些年，常能看到新植树木的树干缠绕着塑料薄膜，

夏天雨后，树木被薄膜覆盖部分高温加高湿，很容易腐朽。”他介绍，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如今树木养护中已较少采用塑料薄膜包裹。

既然这些樟树受损不是因为虫害，那是否说明樟树确实具备“不

招虫”的特殊属性呢？

对此，陈亮表示，“樟树不招虫”是大众受日常生活经验影响造成

的一个误会。“虫类有很多种。虽然樟脑丸、樟木板等驱虫用品取材

自樟树，但是这只能说明樟树气味对驱除棉纺织物中的常见虫类有

效果。”

实际上，樟树作为一种植物，也会和其他树木一样招致各类病虫

害，“只是比起其他城市公共绿地的常见树木来说，虫害相对少一

些。”

他打了个比方，“再强壮的人也会生病。”

“白色虫卵”是刺蛾的蛹，危害不大

至于樟树上的白色虫壳，陈亮介绍：“这是刺蛾的蛹，从毛毛虫羽

化之后残留在树干上，对周边行人和环境的危害不大。”

杭州市园林绿化发展中心日常持续观测城市公共绿地植物的生

长情况。对情况轻微的，没有必要采取措施；如果虫害达到暴发程

度，会第一时间进行干预。对遭受病虫害的树木优先使用生物防治，

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行道树木也是生命，我们希望它们能好好生长。”陈亮说。

树皮一碰就脱落
大樟树是被虫蛀坏了吗？
杭州绿化部门已对受损樟树进行养护

“地铁10号线和19号线文三路站的标牌到位了⋯⋯”

最近，有市民发现，杭州地铁文三路站出入口有了雏形，连标牌也搬到

了现场，等待安装。这是站点快要开通了吗？

地铁文三路站，是10号线与19号线的换乘站。

今年 2 月 21 日，10 号线首通段开通，文三路站不在首通段内。6 月 24

日，10号线学院路站开通运营。

9 月 22 日，19 号线（除苕溪站、文三路站外）与 10 号线黄龙体育中心站

同步开通运营。

文三路站依然不在内。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文三路学院路口的地铁文三路站，看看进度如何。

文三路站进出口已经有模有样

这个站点周围有九莲新村、花园西村等老小区，聚集着杭州重要的电

子产品交易市场，还有黄龙万科综合体，写字楼林立，人流车流川流不息。

与之前相比，站点施工围挡绝大多数已拆除，路面重新浇筑了柏油，不

再像以前坑坑洼洼，车道基本恢复，路面宽敞了许多，只是非机动车道、人

行道内还在埋设管线施工。

学院路上的地铁 F 口看上去建得最快，已经有模有样，连入口处的标

牌、里面的电梯都装好了，门口的人行道还没有完全建好。

据现场施工人员介绍，文三路站内部还没有完全装修好。

和F口较近的G口，外部的标牌已经竖了起来。

路口东北角也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地铁站出入口，被围栏围了起来，吊

装机还在里面，施工人员忙碌着。

经了解，杭州地铁仍力争10月底能开通文三路站。到时，19号线沈塘

桥站的换乘通道也将开通，与2号线实现站内换乘。

之前建设进度慢有多个原因

其实，早在 4 月 12 日，地铁文三路站主体结构已顺利封顶。该站是杭

州地铁三期（516公里）建设的最后一个车站。

为什么文三路站的建设进度比较慢，杭州地铁也曾作出过回答——

文三路站地处闹市区，作为19号线与地铁10号线的换乘站，总面积有

21000 多平方。不同于大多数车站的主体结构施工，文三路站基坑采用盖

挖逆作法。所谓逆作，就是指车站结构自上而下完成土方开挖和边墙、中

板及底板，挖一层做一层结构。这个非常规操作相当于造房子时，地基还

没完，先把房顶建好了。接下去，用 40 多米的柱子来进行支撑，留几个小

口，再一层层往下挖。

这样做对地铁施工来说会非常困难，但好处是当完成顶板施工后，就

可以马上恢复路面交通。这对于繁忙的文三路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除了使用盖挖逆作法施工，文三路站的管线迁改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这个站点光是前期的管线迁移就花了一年时间，而普通一个站点管线

迁移一般只需要3个月。

在迁改时，文三路站几乎遇到了所有类型的管线，甚至还有不少管线

因为年代久远，一时很难找到产权单位。

管线不是说迁就迁，每一条管线背后，都是几万甚至几十万居民的生活保障

线。更重要的是，每一次管线迁改，都要配合完成一次甚至多次交改，光是需要提

前审批的大型交改，就达到57次，文三路站的最高记录是7天进行6次交改。

因为多种原因叠加，文三路站成了杭州地铁三期中最后一个未开通的

站点。

地铁文三路站安装标牌
这是快要开通了吗
杭州地铁答复：力争在本月底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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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紫金港北路部

分行道树被蛀朽，手

轻轻一碰，树皮就会

脱落。读者还发来

了 几 张 照 片 ，照 片

中，这几棵樟树确有

朽坏开裂的迹象，一

些部位树皮翘起，树

干中空处几乎能放

进一个拳头。

正在建设的杭州地铁文三路站正在建设的杭州地铁文三路站GG口口

樟树树干有拳头大的洞樟树树干有拳头大的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