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你正寻思天气有点反常，寒露节都过了，桂花怎么还没开时，这两天伴随着瑟

瑟秋风，身边有朋友欣喜地问“迟到”的桂花终于飘香，你闻到了吗？眼下已进入10

月，市内街头院落才有星星点点桂花的“影子”。专家介绍，随着气温转凉，在接下来

的几周里，桂花或将陆续盛放。 ■ 吴笑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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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搅乱”花期
每年的9月、10月是市民和桂花约会的季节，但是今年

却有不同。为何今年桂花迟迟不开？何时能“满城桂花香”？

据专家介绍，桂花开放与气温、降雨、光照、粉尘污染等

都有关系。今年桂花迟迟未开放的罪魁祸首则是气温与降

雨。“在气温适当、雨水充沛的情况下，桂花树才会启动花芽，

花芽膨大10天至15天后才会顺利开花。”专家解释，桂花一

般在农历八月十五前后开花，但受天气影响会提早或推迟。

入秋后，气温下降快，间有雨湿天气，花期提早；入秋后，气温

下降慢，晴旱少雨，花期推迟。

“今年桂花迟开、不开，是气候打乱了它们的‘生物

钟’。”专家说道，一般情况下，桂花的花蕾孕育要在大约

25℃、空气湿度45%左右的环境下，连续十来天之后才能

出现，前阵子的持续晴热高温影响了桂花花芽的正常分

化。“晴热高温，降雨又少，空气湿度也达不到桂花开放的需

求，桂花自然不愿意出来了。”专家推算，今年桂花开放要比

往年推迟20多天。

闻香识桂花
有人说，太阳的味道在被子里，雨水的味道在泥土里，月

亮的味道在酒杯里，而秋天的味道在桂花里。 桂花的香，是

一种刻在灵魂深处的嗅觉记忆。在你还没有注意到花之前，

香气已经浸透了你的鼻尖、眼角。再用力一嗅，一大股子香

气入脾入肺，那舒爽的滋味立马从鼻尖钻到了头顶和脚尖，

从眼前的风轻云淡钻到了你悠远的回忆和恬淡的梦境里。

桂花的香是一绝，色也丝毫不逊。

桂花的花朵虽小但胜在繁而密，远望成丛成片，近看簇

簇齐发，饱含一种勃勃向上的生机。四个小花瓣自带肉质的

厚重感，仿佛在秋风之中增添了一分暖意。花色的特点从名

字上可见一斑：银桂皎洁如玉、清姿雅质；金桂金光灿灿、娇

艳绚丽；丹桂嫣红似火、灿若丹霞。

经过长期栽植、自然杂交和人工选育，市面上出现了许

多栽培品种的桂花。在现代分类中，大体分为五大品种群：

四季桂、金桂、银桂、丹桂、彩叶桂。其中，四季桂花期长，通

常能持续大半年，以‘月桂’‘日香桂’‘天香台阁’为代表。彩

叶桂是桂花的一个变种，有着颜色丰富的叶色。除了四季

桂，其他四类均为秋桂，在9月下旬到10月下旬间开花。花

色则是区分银桂、金桂、丹桂的一个重要标准。

银桂
银桂植株较高大，多为中小乔木，常有明显的主干。花

序腋生，为簇生聚伞花序。花色较浅，呈银白、乳白、绿白、乳

黄、黄白等颜色。

银桂品种白洁：花色纯白，叶片多见V形内折，叶缘有一

条黄白色、半透明边带。

金桂
金桂植株较高大，多为中小乔木，常有明显的主

干。花序腋生，为簇生聚伞花序，无总梗；花色呈淡黄

色、金黄色至深黄色。

结籽金桂品种：花量大，花梗牢固且常见紫色，香味浓

郁，叶片短圆。

波叶金桂：叶卵圆至椭圆形，叶缘均匀波状。

丹桂
丹桂植株较高大，多为中小乔木，常有明显的主干。花

序腋生，为簇生聚伞花序，无总梗；花色较深，呈浅橙黄色、橙

黄色至橙红色。

丹桂品种堰红：花橙红色，花量较大；叶片平展、狭长，易

与其他品种区别。

丹桂品种朱砂：花色橙红，属丹桂品种群中花色最为鲜

艳的品种，叶缘中上部多见锯齿。

大花丹桂：花朵大而花瓣圆阔、肉质，花色为亮橙红色。

四季桂
四季桂植株较低矮，常为丛生灌木状。花期长，以春季

和秋季为盛花期。秋季花期多为无总梗的簇生伞状花序。

四季桂品种佛顶珠：花白色，典型的枝顶开花品种，叶呈

“V”形内折。

日香桂：株型开散，常呈灌丛状；花白色，后期偏黄，春秋

两茬花，花量中等偏少；叶长椭圆形，常下垂，叶缘向背反卷。

月桂：丛生灌木或小乔木，枝条细软。花白色，后期偏

黄；叶片相对较宽，叶缘多见带刺。花期自早春至深秋，但夏

季花较少。

天香台阁：花大，部分花朵直径达1-2.5cm，易区分；花瓣

多短圆，长势旺盛。

彩叶桂
彩叶桂是近年来出现的木犀科新优品种，不同于常见的

绿色叶桂花，彩叶桂的新梢或新叶（营养体部分）在成熟过程

中，具有明显的颜色变化（绿色除外），变色期长达半年以上

乃至全年。形态稳定，表征一致，且不能归于目前桂花的其

他品种群，因此该类型归为“彩叶桂品种群”。

彩叶桂观赏性强，突破了人们对于桂花“常用以观

花、闻香”的传统观念，日益受

到园林绿化行业的重视。

白蚁、蚂蚁对盆花危害很大，它

既蛀植株，又破坏植株的根系，造成

植株对营养、水分吸收和传送能力减

弱，最终导致植株长势差、萎蔫甚至

死亡。现介绍几种防治蚁害的方法。

消除蚁源
盆花要远离蚁穴。如发现盆土

内已有蚁，先循着蚁的爬行路线，找

到蚁巢，用水淹、火烧、喷药等办法予

以消灭。再在蚁巢和蚁的爬行路线

上撒一些石灰，可防止蚁再次危害。

物理防治
1.施用腐熟肥施基肥或有机肥时

必须要用经充分发酵、腐熟的有机

肥，切勿用生肥或半熟肥，以免引起

蚁的寻食。

2.清洗叶面上残存的苍蝇、蛾、蚜

虫、螨类等昆虫的排泄物，这些容易

引诱蚁来寻食，因此要经常用清水喷

洗叶面，保持其清洁。同时要经常打

扫地面，保持盆花养护地的清洁卫

生，以免有异味的物质引来蚁类。

3.浸水除虫，将已受蚁危害的盆

花慢慢放入装有水的桶内（水深淹

过盆土即可）浸30至60分钟。蚁禁

不住水淹，会从盆土内全部爬出来，

此时可将浮在水面和爬在盆花茎叶

上的蚁消除掉。

4.大蒜驱虫，用大蒜去皮，捣烂，

把这些碎屑埋入盆土内，蚁类经不住

蒜气的熏蒸会自行逃走。

5.翻盆清除，对已在根部筑巢

的植株，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水池内

翻盆，将蚁全部消灭。再清洗植株

根部，用消毒过的新盆土培植盆花。

化学防治
1.盆土消毒，在上盆或翻盆前，

用 40％福尔马林、65％代森锌粉

剂、50％多菌灵粉剂等药剂对盆土

进行消毒，杀死盆土内的白蚁、蚂蚁

及其卵。

2.埋入药土，用50％敌百虫可湿

性粉剂1份与50份过筛的细土拌匀

做成药土，再将药土等距离埋入盆土

内，以消灭蚁。

3.浇灌药液，对天气炎热不宜翻

盆、埋入药土效果不明显且受害严重

的植株，或蚁类已在盆土内筑巢的植

株，用50％对辛硫磷乳油10克兑水

500至1000克，或用1000克清水掺

40％乐果乳剂5至10克配成药液，将

药液浇入盆土和有蚁的地方，再用塑

料袋将整个花盆密封12小时，可将所

有的蚁类全部杀死。 ■ 吴笑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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