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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万物复苏、生机盎然，但

对“过敏星人”来说却是一个难熬的

季节。

每到此时，一些人开始打喷嚏、揉

眼睛，出门帽子、墨镜、口罩全副武

装。观察四周，越来越多人饱受过敏

之苦，还有患者深受过敏性鼻炎、过敏

性哮喘、特应性皮炎等折磨。据估算，

我国过敏性疾病患者数量或以亿计。

花粉、飞絮等都可能诱发春季过

敏，但由于产生它们的树木具有广泛

分布的特性，使防治工作非常棘手。

不过，近年来借助先进科技手段，

防治工作取得成效，让更多“过敏星人”

远离“会呼吸的痛”，不再望“春”兴叹。

风媒花是导致过敏“元凶”

花粉过敏，主要指人体对花粉产

生的过敏反应，通常包括鼻塞、眼睛红

肿、皮肤瘙痒等，严重时可诱发哮喘等

呼吸系统疾病。

花粉有多种类型。常见的春季观

赏花如桃花、梨花、杏花、丁香花、海棠

花等属于虫媒花。这些花的花粉颗粒

大、黏度大、质量重，不易随风飘散，主

要依靠昆虫传播，很少引发过敏症状。

能引起过敏的花粉，大多来自风

媒花，即依靠风力传粉的花朵。风媒

花的特点是花朵小，花粉质量轻、数

量多，风一吹，便很容易随风飘散到

较远的地方。许多树木的花都属于风

媒花。

在我国北方地区，春季常见的树

木花粉有圆柏、悬铃木、洋白蜡、杨树、

柳树、榆树等树木的花粉。

其中，圆柏花粉是导致春季花粉

过敏的“头号凶手”。北京城区历年花

粉监测结果显示，3月空气中主要播散

的花粉为柏科植物的花粉。它在3月

初出现，3月中旬浓度达到高峰，4月逐

渐消失。这类花粉数量约占北京春季

花粉总量的1/3。

除了柏科植物，杨柳科植物也是

导致花粉过敏的“帮凶”。北京市气象

服务中心副主任叶彩华介绍，杨树、柳

树是雌雄异株，杨柳科树木花粉主要

来源是雄株开花时产生的花粉。平时

看到的杨树上毛毛虫似的东西就是杨

树的雄花序，即花粉的来源。北方地

区广泛种植的毛白杨、新疆杨、加杨、

旱柳、绦柳、馒头柳、龙爪柳等都会产

生花粉。

除了产生花粉，杨柳科植物还会

带来恼人的飞絮。春天，杨柳科植物

的雌株为繁衍后代，会生长出花序，花

序长大后胀破，露出棉絮状的种子。

这些种子借助风的传播，会对过敏人

群造成威胁。

除此之外，俗称法国梧桐的悬铃

木也会产生一定的飞絮。每年3月下

旬至4月，随着气温上升，悬铃木的果

实成熟，果球开裂，内部绒毛便会随风

飘落。

给杨树和柳树打针、喷药

作为常见的城市绿化树种，杨树

和柳树飘絮问题在我国北方城市尤为

普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许多地区

尝试了不同的防治方法。

给杨树、柳树做“变性手术”

是抑制飞絮的重要方法。“变性

手术”的原理并不复杂，即将雌

性树木的树枝砍掉，

把雄树枝条嫁接到

雌树上，使雄性树枝代替雌性树枝生

长，达到减少飞絮的目的。

“变性手术”听起来简单，但实施

过程中有不少要注意的细节。首先，

树木年龄不能太大，一般树龄在10岁

以内嫁接成功率最高。此时树木处于

生长旺盛期，嫁接的雄性枝条存活率

高。其次，在手术结束后，“变性”的

杨、柳树还需要3年左右的养护，才能

恢复原本的景观功能。如果嫁接的雄

性树枝没存活，整个树的母体仍是雌

性，雌性的树枝还会继续生长、产生飞

絮。除此之外，“变性手术”成本较高，

实施效率也相对较低，一位熟练工人

一天嫁接数量不足10棵。

除了改变杨、柳树性别，还可通过

其他手段对飞絮进行防治，例如给树

木注射“避孕药”。

所谓“避孕药”其实是一种生长调

节剂，通常由氨基酸等组成，可使植物

尽量减少开花或不开花，通过抑制花

芽分化减少飞絮产生。

生长调节剂被注射至杨、柳树体

内后，会随着蒸腾作用扩散至树冠等

部位，使原本分化为花芽的组织分化

成叶芽，次年此树木便不开花或少开

花。这样既减少了飞絮产生，也不会

对树木正常生长造成影响。

“注射剂其实是将杨、柳树生殖所

消耗的营养转化至生长上，也就是让

杨、柳树从专注生殖转向专注生长，不

仅对树木自然生长无害，而且可使其

更加枝繁叶茂。”无锡市园林绿化管理

中心主任徐勤明介绍。

给树木注射“避孕药”也并非一劳

永逸。树木当年注射后，通常只能确

保次年不产生或少产生飞絮。如有长

期防治需求，则需年年注射。除此之

外，每棵树所需药物剂量也有差别，用

药量要根据树木胸径大小计算，相关

工作需园林部门细致安排。

除了“打针”，类似的防治措施还

有“吃药”。可以在杨、柳树花序尚未

形成飞絮前，直接喷洒药物让花序提

前脱落。这种方法可以在短时间内有

效控制飞絮产生，但需要注意药物使

用量和喷洒时机，以免对环境和树木

造成不良影响。

科学选育低致敏植物

对付飞絮可以借助打针、喷药

等手段，但要减少花粉对人群的影

响则主要依赖城市绿化树种的选择

与搭配。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研究员王成认为，花粉等植源性污染

物的产生是由植物体生物学特性决定

的，难以完全消除。因此，对于容易产

生污染的植物，可以通过合理配置来

降低污染的程度。他建议城市绿化应

选择致敏性低的绿化树种，尤其应尽

量避免在城市上风口、居民区、公共休

闲绿地等地区种植致敏树种。同时，

要注意多树种混植，避免大面积种植

植源性污染树种；还可以通过培育雄

性树种，逐步取代有污染问题的雌性

树种。

无论飞絮还是花粉，它们最终的

归途都是地面。林地、绿地的地表状

况和土壤结构直接影响花粉、飞絮传

播，增强林地、绿地土壤的吸附滞留功

能可以有效控制它们的传播。王成

说，可利用有机物覆盖城区绿地、景观

林地地表，生态林注意保留树下、林下

草本植物。

花粉飞絮防治，治标更要治本。

近年来，随着育种技术不断进步，我

国在低致敏植物选育上取得一系列

成果。

例如不久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林草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公布的

2023年第三批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名单

中，北京林业大学毛白杨遗传改良团

队选育的5个“和谐杨”系列品种位列

其中。该品种作为无花粉或少花粉的

毛白杨雄株无性系，具有生长力旺盛、

树干通直、树形美观等特点，可以作为

北京市及毛白杨其他分布区杨柳飞絮

治理的替代品种。除此之外，华中农

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教授包满珠团队

把收集的500余份特异种质法国梧桐

资源引种、扦插、嫁接，培育出“华农青

龙”“华农丽风”等7个新品种。与传统

法国梧桐相比，新品种能减少 80%至

90%的毛絮。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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