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晚报讯 春季乍暖还寒，
“过山车式”的气候变化令昼夜温
差变大，冷热交替中，如何让家中
植物安然度过，成为花友们热议
的话题。连日来，花友们纷纷在
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主导开发的

“绿小武”小程序咨询相关问题：
换盆后的米兰“僵苗”怎么办、金
钱树发新枝后需要换盆吗、愈合
后的芦荟“伤口”为何发黄……气
温转暖以来，诸如此类的问题不
胜枚举。对此，“绿小武”平台专
家针对如何应对“倒春寒”，重点
展开了科普分享。

据悉，气象学上的“倒春寒”
是指每年春季（3月至5月）出现

的前期暖后期冷，且后期气温明
显低于正常年份的现象。一般北
方“倒春寒”多发生在4月至5月，
南方多发生在3月至5月。

武汉市月湖风景区管理处副
主任石志伟指出，“倒春寒”期间
应将植物养在室内阳光多的地
方，不修剪、不施肥、不浇水、不翻
盆，等温度回升后再进行相关操
作。

“这一时期植物养护重点关
注三个方面。”武汉市黄鹤楼公园
管理处养护中心副主任王臻进一
步讲解道，首先是开春别太着急
让植物“出房”，尤其是不抗冻的
植物，昼夜大温差极易让植物不

适。其次是留意天气预报，大降
温前可将在户外“晒太阳”植物搬
回室内。最后，如果是地栽植物
或新发芽植物，可以套上塑料袋
或无纺布遮挡，帮助植物保温。

花点时间涨“植”识
分享妙招、解难答疑

在当前快节奏的都市生活
中，绿植往往能疗愈身心、缓解压
力，然而家庭植物养护难免出现
问题。

蚜虫肆虐怎么办？梅雨季植
物总烂根？老一辈的养花偏方到
底靠不靠谱？……即日起，“绿小
武”全新推出《花点时间涨“植”

识》科普栏目，每月聚焦实用难
题，专家支招、实测对比，为广大
花友揭开家庭园艺的科学答案，
助大家告别“植物杀手”。市民可
登录“绿小武”小程序，根据首页
轮播海报指引，进入科普专题区，
一键开启绿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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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明眺生 通
讯员孙悦）汉阳公园的牡丹园建
于1980年，占地500平方米，有
30种500多株牡丹，是武汉少见
的免费牡丹专类园。3日上午，
记者现场看到，园内牡丹已盛开
五成，国色天香，引来不少市民赏
花拍照。

妙招解决开花小、不开花

在该园养了8年牡丹的金权
师傅手拿一把竹签给牡丹绑扎枝
条，以防游客赏花时不小心碰断
了花枝。市民严先生当场提问：

“养牡丹有什么妙招吗？我家的
牡丹要么开花小，要么不开花。”

金师傅扒开一株牡丹顶部的
叶片，指着一枚花蕾说：“这个花
蕾小，比旁边的叶子矮，已经废掉
了，不会开花了。”围观市民表示
不解，瞪大了眼睛。

金师傅解释，牡丹每一根花
枝都只在顶部开一朵花，让营养
只供应这朵花了，它才会开得又
大又美。每一朵花在头一年冬季
修剪保留花芽时就要做好安排。
一般来说，会去掉顶芽，保留健壮
的、向外侧生长的侧芽。如保留
顶芽，当年花会开很好，但会影响
后续开花，因为植物有顶端优势，
顶端开花会消耗大量养分。侧芽
只保留一个，有经验的花匠会留
两个，以防万一。

春暖花开时，花芽和叶芽一
起生长，必须注意不能让叶子长

得超过花芽，否则会抢走花芽的
养分，导致花朵无法正常开放或
开得很小。

“芍药打头，牡丹修脚”

如果叶子长得太快，就要及
时干预，将花芽下面的三枚叶片
叶柄基部用手捏扁。这样，受伤
的叶柄输送养分的能力减弱，花
芽就能得到足够的营养，顺利开
花。

养牡丹有讲究，“芍药打头，
牡丹修脚”，意思是，芍药出土时
要割去顶部，促其生长旺盛，花朵
更美。同样，牡丹长出的新芽也
要及时清除，防止它们过度生长，

造成植株拥挤，不利通风，易生病
虫。除非是老化花枝需更新，可
保留一两个新芽，待其成熟后再
剪除老枝。

金师傅还展示了绑扎花枝的
技巧，用一种特制的“花撑”——
两端开叉的小竹片将枝条撑开，
使株型更圆润，增强通风透光，这
个简单有效的办法是他实践中摸
索出来的。

不清理新芽，可能会“返祖”

不及时清理新芽，牡丹可能
会“返祖”。

金师傅带领市民来到一株牡
丹跟前，只见好几根花枝开的都

是红花，唯独一根最高的花枝开
的是白花。

金师傅说，这枝白花就是“返
祖”现象。这株牡丹品种叫旭港，
为红花品种，它是以凤丹品种为
砧木嫁接上去的。去年从土里冒
出一个新芽，因为没有及时发现，
它越长越高，后来高度超过了其
他花枝。因为难以分辨它到底是
旭港还是凤丹，冬剪时就保留了
下来，等开花后才发现它的真实

“身份”。
“‘返祖’的牡丹花凋谢以后，

我会将花枝连根铲除。”金权说，
不然它会越长越壮，使引进的品
种退化。

国色天香的牡丹也会“返祖”？
汉阳公园“花博士”现场分享养花“奇招”

别急着晒太阳！让植物平稳度过“倒春寒”
“绿小武”推出《花点时间涨“植”识》科普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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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权师傅察看香玉牡丹上长出的“返祖”凤丹牡丹。 记者明眺生 摄

从国外引进的黑牡丹初乌。

从山东菏泽引进的彩绘牡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