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城又遇漫天飞絮
难题如何治理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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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随着天气的逐
渐转暖 ， 杨柳飞絮
又 “如约而至”。 无
论是庭院里高大挺
拔的杨树 ， 还是河
岸边婀娜多姿的垂
柳 ， 飘落的飞絮纷
纷扬扬 ， 或在空中
肆意飞扬 ， 或在地
上挤作一团 ， 既为
古都北京增添了浪
漫的春日气息 ， 也
给市民日常生活带
来不少烦恼。

【历史】

杨树和柳树
承载浓浓的乡愁

说起杨、 柳树， 北京人可不
陌生。 家住和平里的孙女士说，
小时候回家那条小路上， 道路两
旁高大的白杨树一眼望不到头，
春天杨树花落满地面； 夏天为放
学的自己遮挡太阳； 秋天落叶覆
盖道路， 还可以跟同学拔根儿；
到了冬天， 杨树的枝桠呈现出骨
感的美。

在北京， 像孙女士回家小路
的道路并不少， 杨柳树也曾经是
最常见的行道树。

本市现有的杨柳树主要集中
种植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当时
我国城市绿化尚处于起步阶段，
城市绿化经费投入有限， 可选择
的树种又相对较少。 那时， 杨树
和柳树凭借着适合北京土壤和气
候 、 易于繁殖成活且生长速度
快、 养护成本较低等先天优势，
成为北京绿化的主力树种， 为增
加城市绿量、 改善生态环境做出
了重大贡献。

杨树树形高大挺拔， 柳树则
婀娜飘逸， 为北京城市景观添加
了别样的精彩 。 而在北方的春
季， 柳树最先返青， 它仿佛是春
天的使者， 为萧瑟了一冬的京城
带来最初那一抹新绿 。 每到盛
夏， 杨柳树下的树荫， 则成为首
都市民避暑纳凉的好选择。 秋末
冬初， 许多树木早已落叶， 柳树
依然将绿色坚持到最后。

有人说 ， 家门口那棵大杨

树， 不但象征着北京人的包容和
局气 ， 更承载着那份浓浓的乡
愁。

【现状】

为首都生态建设立大功
却也带来“烦恼”

除了具有良好的景观效果 ，
杨柳树还具有释氧固碳， 降温增
湿、 减菌杀菌， 吸收有毒有害物
质等显著的生态功能。

专业人员告诉记者， 杨树和
柳树具有显著的抗大气污染的能
力， 对SO2、 Cl2、 HF等有害气
体、 颗粒物及重金属的抗性和吸
收吸附能力极强， 是城市园林绿
化的优良抗污树种， 在抗大气污
染的某些能力方面优于国槐和侧
柏。 一株胸径20厘米的杨树， 一

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172公斤 ，
释放氧气125公斤， 滞尘16公斤。
一株胸径20厘米的柳树， 一年可
以吸收二氧化碳281公斤， 释放
氧气204公斤， 滞尘36公斤。

杨柳树纵然有着如此多的优
点， 但每年春天， 杨柳飞絮的出
现还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月左右
的 “烦恼”。

蒋女士患有花粉过敏症， 每
到杨柳飞絮的日子， 她都不敢出
家门， 甚至上下班路上都成为她
的困扰。 每到周末， 蒋女士就跑
到内蒙古 “避难”。

杨柳树为雌雄异株， 大家所
见到的飞絮， 实际是雌性杨柳树
种子的衍生物， 它带着种子随风
飘散， 是杨柳树繁衍后代的一种
自然进化方式， 具有明显的季节
性和周期性， 本身是一种无害的
自然现象， 少可怡情， 过量就会

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影响。
随着北京不断的发展， 城市

的不断建设， 过多的飞絮不但会
影响城市景观， 还可能会影响交
通安全， 飞絮裹挟的花粉会对过
敏人群带来一定影响， 也不利于
城市卫生保洁。

【解读】

建杨柳雌株200万株
乱砍乱换要不得

近年来， 杨柳飞絮问题很受
关注， 甚至已经成为网络调侃对
象。 对此， 本市园林绿化部门高
度重视， 积极回应市民关切， 在
保护首都生态资源安全的同时，
坚持科学治理杨柳飞絮。

据园林绿化部门普查， 北京
建成区有200万株杨柳树雌株 ，
占园林绿化乔木总量3700万株的
5.4%， 而且这些杨柳树都已进入
成熟期， 飞絮量较大。

今年春季比往年提前大约
7-10天左右， 杨柳飞絮的时间也
较往年提早1-2周， 最近几天比
较明显。 网络上不少市民对飞絮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有的干脆建
议直接把杨柳雌株都砍掉。

对此，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
舫告诉记者， 杨柳树的生态作用
远远大于飞絮的影响， 治理杨柳
飞絮千万不能一砍了之。 目前北
京杨柳树品种数量很多， 且大都
已经形成大树， 如果大量伐除这
些树木， 会引起城市环境质量和
景观的下降， 造成更为严重的生
态损失。

此外， 网络上一些市民建议
为何不换成法国梧桐、 银杏等树
种。 北京市第一批有突出贡献的
科技专家、 北京市劳动模范刘秀
晨认为 ， 任何事物没有十全十
美， 树也一样。 法国梧桐学名悬
铃木， 它的果实飞毛也对敏感人
群造成影响； 而银杏发芽晚、 落
叶早， 绿期较短。 而且杨柳树相
对于这两种树则更为 “皮实 ”，
长势也更好。

沈国舫说： “飞絮最惧怕雨
天， 告别飞絮只差一场酣畅淋漓
的大雨。”

在北方这个时候， 想要飞絮
减少的有效方法就是增湿+降
温 ， 因为雨水能增加空气潮湿
度， 抑制杨柳絮飞扬， 而且雨水
形成的动力能直接撞击飞絮， 使
其降落地面 ， 不至于向空中飞
扬。

专家呼吁市民对杨柳树多一
些包容和理解。

【治理】

力 争 2020 年 实 现
“有絮不成灾”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巡视员
王小平说， 今年本市将在重点区
域 ， 采用更新树种 、 疏伐 、 修
剪、 化学抑花等方法， 综合治理
40万株杨柳雌株。 到2020年， 全
市杨柳飞絮将得到明显改善， 实
现有絮不成灾。

根据杨柳树雌株飞絮数量 、
生长状况及分布情况， 制定因地
制 宜 的 治 理 措 施 ， 主 要 采 取
“堵 ”、 “换 ”、 “修 ”、 “喷 ”、
“注射” 等五种措施综合治理飞
絮。

为了治理杨柳飞絮， 市园林
绿化部门想了很多办法来实现标
本兼治： 通过修剪树冠、 化学抑
花等方式 “治标”， 通过源头控

制、 逐步更换、 疏伐过密林地等
方式来 “治本”。

今年， 市园林绿化局将对五
环内杨柳树进行精确调查、 定位
和登记工作。 在全市范围内将采
取更新树种、 合理疏伐、 高接换
头、 注射药物、 修剪等方式综合
治理杨柳树雌株40余万棵。 从飞
絮期开始， 各区园林绿化养护单
位还将采用高压喷水的方式减少
飞絮发生， 同时， 要及时清理飘
落飞絮， 避免二次飞絮。

与此同时， 全市还将加大城
市绿化建设， 全年将新增城市绿
地600公顷， 建设城市休闲公园
15个、 小微绿地50处， 通过增加
城市绿地总量， 来提高绿地对杨
柳絮的吸附滞留能力。

“十三五”时期，全市将在城
镇绿地、 公园和新农村绿化等各
项园林绿化建设工程中， 按照适
地适树的原则， 科学选择和配置
树种，提高物种的丰富度，不再使
用杨柳树雌株， 从源头上杜绝杨
柳飞絮的发生。同时，结合城市建
设和绿化更新改造， 逐步替代杨
柳树雌株，减少飞絮总量。

“所谓不成灾， 并不是一点
儿飞絮都见不着， 而是通过合理
控制， 让杨柳絮不影响市民的正
常生活 ， 不对敏感人群造成困
扰。”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
副处长杜建军解释。

【链接】

飞絮是什么？
杨树和柳树为雌雄异株植

物， 分为雌株与雄株， 它们的花
为单性花， 葇荑花序。 当春天杨
树还没有长出嫩叶时， 雄株上的
雄花先开放， 经过一段时间发育
成熟后， 雄花序上的花药自然裂
开， 花粉飞散而出， 进行传粉，
然后雄花序逐渐萎蔫脱落， 春天
在一些杨树的下面我们看到的像
毛毛虫似的那些东西就是杨树的
雄花序。 花粉飞散在空气中， 可
以导致一些敏感人群产生花粉过
敏症状。 比雄花稍晚一些， 雌株
上的雌花开始开放， 伴随着雌花
序的发育成熟， 雌树上鲜嫩的幼
叶也开始慢慢地长出来。 雌花序
是由若干朵小花组成穗状的葇荑
花序， 每一朵小花发育后长成一
个小蒴果， 小蒴果里面包被着白
色絮状的绒毛， 在绒毛中间藏着
一些像芝麻粒大小的由胚囊发育
而成的种子， 随着小蒴果及种子
的不断发育成熟， 小蒴果逐渐裂
开， 那些白色絮状的绒毛便携带
着种子漫天随风飞散， 试图传播
繁衍下一代， 扩大她们的家族成
员 ， 这种现象就是我们所说的
“杨柳飞絮”。

杨柳飞絮是植物生长发育过
程中的一种自然现象， 是植物种
子传播和繁衍后代的一种自然进
化方式， 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周
期性。短期、轻微少量的飞絮对生
产生活并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

北京何时飞絮？
飞絮是在一定的天气条件下

发扬壮大的。 以毛白杨为例， 有
一个关系到生物有机体发育速度
的指标， 叫积温， 也就是温度的
累积。 根据 《植物物候图谱》 统
计， 对于杨絮来说， 只有日平均
气温>0℃， 才是对白毛杨的生长
发育有用的温度 ， 将这些超过
0℃的数值累加起来， 当总和达
到480℃， 而且日平均气温达到
14℃的时候， 白毛杨的果实就开
始成熟炸裂了， 杨絮开始飘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