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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明眺生 通
讯员孙姝 芦佩）5月 13日上午
10时，汉阳树公园升起16米高的
升降车。一名园林工人手持刮
刀，小心清理着古银杏分枝点处
一块块腐烂树皮：“得先刮掉烂树
皮，杀菌消毒，再抹两遍桐油防
腐。”树下，三根仿生支撑柱背面
正悄悄攀上黑色软管——武汉首
套古树喷雾系统正在精心布线。

记者抬头望去，28米高的银
杏树冠枝繁叶茂，遮天蔽日。“这
些藏起来的水管，是给老树准备
的‘淋浴装置’。”汉阳树公园园长
梅复传指着树干介绍道，“夏天最
热时启动，水雾能像空调一样给
树叶降温，为古树消暑。”

去年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
让这棵历经545个春秋的古树吃
了苦头：叶片焦边、提前落叶。市

园林科学研究院的专家现场察看
后，心疼不已，建议安装喷雾系
统，为古树搭建一道“清凉屏障”。

今年，公园为古树定制了“双
保险”护绿方案：20米以下高度，

安装隐蔽性喷雾系统，为树叶“降
温解暑”；20米以上区域，则交由
一台农林专用植保无人机进行喷
洒作业。

“这台无人机5月底就能投

入使用。”汉阳区公园管理中心副
主任陈松林介绍道，“它不仅可以
给古树喷水降温，还能喷施叶面
肥，有效防治病虫害，全方位呵护
古树健康。”

这棵位于钟家村闹市不远处
凤凰巷11号的古银杏，因其雄伟
的身姿和悠久的历史，被命名为

“汉阳树”，让人不禁联想到崔颢
诗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鹦鹉洲”的意境。它高达28米，
胸径1.5米，冠幅达21.8米，历经
岁月洗礼，依旧枝叶繁茂，见证着
江城的沧桑巨变。

2023年，汉阳树公园建成，
汉阳树有了新家，也迎来了更多
的关注。每年秋天，许多来武汉
旅游的游客都会专程前来，欣赏
这棵古树的壮丽秋景，感受其深
厚的文化底蕴。

5月13日，在西北湖畔的德
芭与彩虹书店窗边，48岁的曾刚
正在勾勒一只金雕的羽毛。“这种
猛禽一年前首次现身武汉，是武
汉第465个鸟类新物种，成了我
画画的新素材。”他告诉记者。

照片里的金雕体色黄灰，而
在曾刚的画里，金雕眼神锐利，黑
色的喙、黄色的蜡膜清晰可见；黄
色的趾，黑色的爪，呈现出满满的
力量感。曾刚介绍，这就是博物科
学画的特征，一笔一画都要还原
物种最真实的特征原态，弥补照
片受角度、光线影响的缺陷。

身为博物科学画插画师，曾
刚用17年先后为1000多个动植
物画下“写实肖像”，“武汉现在几
乎每个月都会发现新物种，比我
画画的速度还要快。”曾刚笑
着说。

为赶上新物种发现速度
他一天要画10小时

在电脑绘画软件的草稿箱
里，曾刚的半成品画作有近百幅，
他现在一天要花10个小时进行
创作。

“金雕被称作‘猛禽中的猛
禽’，它的出现不仅说明武汉有充
足自然资源供金雕生存，也反映
出武汉生态系统完整健康，物种
之间的生态平衡循环越来越好

了。”曾刚介绍，“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越来越好，观鸟、护鱼爱好者人
数也在变多，我的创作素材也越
来越多。”

2022年，被誉为“鸟中活化
石”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中
华秋沙鸭，首次现身武汉东湖。

新鸟类发现后，曾刚特地为
其设计了一款金属徽章。徽章上，
中华秋沙鸭身上有鱼鳞一样的云
纹，一雌一雄在绿草地上相伴，背
后是长白雪山。小小徽章展现中
华秋沙鸭春季飞到吉林长白山繁
殖，秋天飞回长江流域等温暖地
方过冬的迁徙习惯。在今年的世
界湿地日上，这枚徽章一推出就
受到众多自然爱好者欢迎。

为中华鲟画“肖像”
他一根根数鱼骨

曾刚从相册里翻出一张中华
鲟绘制过程图，图上标注着一圈
数据：腹部有13到17片骨板，鱼
鳍上有50到54根鳍条……比起
绘画作品，这看起来更像是生物
文献配图。“博物绘画要精准呈现
物种共性科学特征，一片鱼鳞都
不能随意多画。”曾刚说。

曾刚是编辑出版专业出身，
自学绘画。他没有生物学知识基
础，但一直对自然非常感兴趣。
2008年，曾刚在出版工作中接触

到博物插画，听闻国内许多权威
博物插画书还是外国人出版的，
国内几乎是个空白，他就走上了
博物科学画创作这条路。

常见鱼类能通过解剖了解特
征，但最难的还是画那些珍稀物
种。在创作“水中大熊猫”中华鲟
的画时，样本或照片都很少。曾刚
专门去专业机构找中华鲟样本，
找中国科学院水生所专家咨询，
将一根根骨头、鱼鳍数出来后，他
从鱼骨开始画。参考大量同类目
鲟鱼特征，又经过不少专家建议
和认可，花了一个多月，这幅中华
鲟“肖像”才逐渐定型。

出书、做文创
讲好本土物种的故事

采访过程中，曾刚的手机不
时响起电商平台上有新订单的声
音。徽章、挂画、海报、文件夹，博
物科学画被他印在各个地方，连
他的衣服上也印着一条鱼。

谈起未来规划，曾刚眼里放
光，“还有很多事能做！猛禽系列、
中华系列、甲骨文系列、生物多样
性系列等等都在筹划推进中，都
需要时间来一一呈现”。

在《漫游武汉常见鸟类》转转
书里，曾刚又根据鸟的身体颜色
加上了快速识别的标签。如果在
湿地里看到一只黑色的鸟，就找

黑色的标签。它可能是骨顶鸡，也
可能是黑水鸡，再对比一下特征
就能认出来了。

2022年武汉举办国际湿地
大会前夕，曾刚手绘了103种极
具代表性的武汉本土湿地物种，
出版《我和我的野生小伙伴》，至
今仍是颇受认可的武汉自然教育
在地化读本。

曾刚表示，德芭与彩虹书店
里现有3000多册自然科普图书，
目前大部分还是外国人出版的，
有些经典版本已经用了二三
十年。

“我一直有个愿望，把这些书
都换成我们本土作者的作品，讲
好我们本土物种的故事。我会把
这件事一直做下去。”曾刚说。

记者秦璟 通讯员兰子君

为古树搭建一道“清凉屏障”

545岁汉阳树装上“淋浴”系统

工人给汉阳树安装喷雾系统。 王明凯 摄

“武汉几乎每月都发现新物种”

博物插画师为上千野生“小精灵”画肖像

中华秋沙鸭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