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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名大学生暑期实地采样调研

济济南南行行道道树树，，构构树树最最““吸吸尘尘””
近日，山东大学9名大学生组成“微尘调研团”，在该校指导老师的帮助下，

对济南市现有的21种行道树的滞尘能力做了一番调查实验，得出其不同的滞
尘能力数据排名。此次调研结果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行道树的生态环保
价值，更加重视这几年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扬沙天气。

调研团对济南市区行道树进行采样。
（图片由调研团提供）

39条街道实地采样

孙悦是山东大学能源与
动力工程学院大一学生，在即
将迈入大二的这个暑期，她作
为团长组成“微尘调研团”，组
织山大9名同学，针对济南地
区行道树滞尘能力做了一次
全面调查。

在调查中，9名同学分成4
个小组，陆续走进济南市39条
街道，对现有的21种行道树进
行取样。调查中得知，在这39
条街道中，近6成街道种植的
行道树以法桐为主，法桐也是
济南市目前绿化使用最多的
树种。超过两成的街道以国槐
为主要绿化树种，另有接近两
成的街道以大叶女贞为主要
绿化树种。

7月12日，调研团9名大学
生来到山东大学千佛山校

区进行参观，走访燃

煤污染物减排国
家工程实验室等专业
机构，借此完善调研方
案。7月下旬起，本次活动
进入实地采样阶段，学生们
分若干次前往市区主要道
路，对所植行道树采样。学生
们举起高枝剪，将数米高树冠
上的枝叶，分上、中、下三区分
别取样，带到山东省林业科学
研究院实验室进行测定。

8月9日，调研团前往黄河
河滩，采集黄河潮土。回到实
验室后，用前期剪来的行道
树枝叶分别做扬尘实验。
用鼓风机吹起黄河潮土，
使其飘在树叶上，最终
测出单位叶面积的
最大滞尘量。

构树滞尘最强

苦楝五角枫较弱

调研团为城市绿化提建议

调研中大学生们发现，
植物滞尘量大小受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如降水、污染物浓度、树
冠大小等。为减少外界干扰，让测

定的结果更准确，调研团采取目前
最常用的“差重法”进行测定。

经过一个月的辛苦工作，调研团
完成了对济南行道树滞尘量的测定
工作。对济南市区21种常见行道树单
位叶面积滞尘量的测定数据显示，构
树滞尘能力最强，达到15 .52克/平
米。之后，紫荆、木槿、白蜡、法桐滞

尘量均大于10克/平米，具有较
强的滞尘能力。排在最后的

是苦楝、五角枫两个树种，
滞尘量小于3克/平

米。

本次测定的21种行道树
滞尘量从大到小排列如下：构
树、紫荆、木槿、白蜡、法桐、柳树、栾
树、毛白杨、榆树、红叶李、樱花、丁香、
银杏、碧桃、国槐、大叶黄杨、白玉兰、
大叶女贞、紫薇、苦楝、五角枫。

孙悦介绍，像构树、白蜡属于济
南乡土树种，具有抗逆性强、树冠冠
形美观、易于日常管理等优点。另
外，构树比较抗干旱，白蜡树根深、
耐盐碱，均适合在济南进行大面积
种植。据悉，目
前济南市园林
局也有意多引
进乡土树种，增
加栽植的比例。

为了让此次调研的结果
更加科学，本次社会实践期间，
调研团在近一个月时间内，除了外
出采样等，几乎都“泡”在省林业科学
研究院实验室中。山东省林业厅与山
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不仅提供了实验
器具，还派出专业人士帮助指导。

根据此次社会实践的调研结果，
调研团对今后的济南园林工作提出
建议，在空气污染严重的片区，多种
植滞尘能力和抗污染能力强的构
树、白蜡等树种，并按照“乔-灌-
草”复式种植的原则，形成垂直

立体绿化空间。

本报记者 乔显佳
实习生 张玲君

构树：桑科构属植物，也叫楮树
或谷树。该树种具有速生、适应性强、
分布广、易繁殖、热量高、轮伐期短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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