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唐园园）
近日，市民反映“青桐一条街”历山

东路上的树不断飘白絮，还黏糊糊的，
市民担心是不是美国白蛾又出来侵害
树？历下区园林局工作人员称，该树上
的虫子是青桐木虱，已经多次对其喷
洒除害农药。

“历山东路上的树叶子怎么变黄
了?”近日，住在历山东路的于先生发
现自家小区门外两排人行道上的树有
不少叶子泛黄,风一刮就往下掉,原本
青翠葱郁的树冠上叶子越来越少。

“肯定是遭虫害了。”于先生说，走
在树下会经常看见有毛茸茸的白色东
西落下，掉在地上还黏糊糊的，“要是
落在身上还发痒呢，都得躲着走。”

于先生回忆，几年前开始这道路每
逢夏秋季节就会落“白毛”，“是不是今年
美国白蛾又来了？听说那东西繁殖可快，
得找人尽早打药啊。”

近日，记者从历山东路与和平路交
叉路口往北走，看到道路两侧有个别树
木的树叶发黄，越往前走，树叶发黄越严
重。道路两边都是沿街商铺，道路上还停
着不少车辆。

据了解，历山东路被称为济南市
独具特色的“青桐一条街”，共种植青
桐树400余棵。在一片落下的黄色树叶
上，记者看到树叶中下部布满了白色
絮状物，上面还有两只虫子的尸体。

记者将该情况反映给历下区园林
局后，园林局工作人员称：“这条街的
情况我们很了解，那不是美国白蛾，而

是青桐木虱，我们上个月刚打过药。”
据园林局工作人员介绍，青桐木

虱多见于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其分
泌的白色絮状蜡质物能堵塞树木气
孔，影响树木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致
使叶面呈苍白萎缩症状；且因同时招
致霉菌寄生，使树木受害更甚。严重时
树叶早落、枝梢干枯，表皮粗糙，易风
折，严重影响树木生长发育。

那为何多次打药还不奏效呢？

“该片树木枝叶繁茂，加之青桐木虱
分泌的物质有黏性，虫子隐蔽性好，
农药很难打透。”园林局工作人员称，
每年在虫害严重时期，园林部门半个
月就会打一次药。另外，这条街周边
商铺、车辆众多也给打药造成了不
便。“每次打农药都要在夜间，且要协
调多方关系。要是农药弄到车上或者
影响到了周边店铺生意，市民们也会
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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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的植物害虫

种类有近百种

我的名字叫害虫,在处于南北交界
处的济南，园林植物很丰富，所以我的
同伴的数量也是极其可观的。在植物生
长过程中，我的同伴们也会伴其成长，
但是似乎它们并不大喜欢我们，因为我
们会让植株生长发育不良，降低它们的
颜值，要是一棵树集结了我太多的同
伴，那这植物的小命可就堪忧了。

听济南市园林局的工作人员说，
在济南我的同伴有近百种。我们一般
在每年3月份出来活动，12月份就开始
过冬了。每年6月份到10月份，是我们最
活跃的时候。

最近听说，不少市民对我们很不了
解，连青桐木虱和美国白蛾都傻傻分不
清，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大家族的成员了。大致上分的话，我们
园林植物害虫可以分为食叶性害虫、刺
吸性害虫、蛀干性害虫和地下害虫。

济南有许多国槐

是食叶性害虫最爱

食叶性害虫可是一个大家族，样
子看起来多像你们说的“毛毛虫”。它
们的特点就是爱吃叶片，大多裸露在
外生活。这家族的多数种类繁殖能力
可强了，它们产卵集中，不来则已，一
来就要惊人，它们易爆发成灾，能主动
迁移扩散。

在济南，我能经常见到的同伴有
斜纹夜蛾、黄杨绢野螟、国槐尺蠖、金
龟子等。

斜纹夜蛾幼时青绿，老时变灰。它
不爱吃树，多吃荷花、睡莲、白三叶、月
季、百合、木槿、万寿菊、大丽花、香石
竹、草坪等多种园林植物。

黄杨绢野螟最喜欢危害黄杨科植
物，如瓜子黄杨、雀舌黄杨、大叶黄杨、小
叶黄杨、朝鲜黄杨以及冬青、卫矛等植物，
其中又以瓜子黄杨和雀舌黄杨受害最重。
它小时候是虫，长大了可是能飞的。

国槐尺蠖，看名字就知道它喜欢
国槐、龙爪槐等。这种害虫在济南很普
遍，许多街道都可能看见它的身影，如
济泺路、七里山路、济大路、二环南路、
英雄山路等等。

金龟子，大家对它最熟悉了，可能
因为它喜欢的树大家也都喜欢，比如杨

树、桃树、紫叶李、紫薇、榆叶梅、榆树、
柳树、女贞、海棠、草花等。在济南的经
十一路上就种了不少杨树，大家在那儿
附近就有可能见着金龟子的身影。

行道树法桐多遭

刺吸性害虫侵害

刺吸性害虫看起来不大，但是聚
集起来力量是惊人的。它们用刺吸式
口器吸取植物的汁液，多聚集在植物
的嫩梢、枝、叶、果等部位，所以传播繁
殖特别快，最爱一群群密集聚在一起，
有密集恐惧症的人最怕它们。

在济南最常见的刺吸性害虫有蚜
虫、叶螨、蝽类、木虱、介壳虫。在济南，
蚜虫有30多种，他们最爱乔木、灌木、
草本植物。

蝽类的成虫幼虫都可吸食植物汁
液。其中悬铃木方翅网蝽近几年在济
南地区伤害不少行道树法桐，让法桐
叶片发黄。你可知道，在济南法桐是道
路边的主要树木，济南多条大道上都
是法桐，如经十路、工业大道、工业南
路、美里路、旅游路、堤口路、二环北
路、共青团路、张庄路等。

木虱类害虫喜欢群集在嫩梢或叶
片背面上吸食，分泌的白色絮状蜡质
物经常滴到地面，会影响环境和路人。
在济南常见的就是青桐木虱和合欢羞
木虱。于先生遇到的就是这类害虫。

介壳虫简称蚧虫，和木虱有些类
似，也是吸附在植物组织上吸食植物汁
液，它的分泌排泄物还常伴有煤污病发
生。济南市常见的介壳虫有草履蚧、紫
薇绒蚧、蔷薇白轮盾蚧、柿绒蚧等。

蛀干性害虫爱“潜伏”

防治它们较困难

蛀干性害虫就是钻蛀枝梢和树干
的害虫，它们主要啃食韧皮部、木质
部，切断植物水分养分运输，它们很聪
明，除成虫期进行补充营养、交尾、产
卵等活动裸露在外，绝大多数时间都
隐蔽生活，所以防治它们较困难。

济南地区危害严重的为天牛类害
虫，其中星天牛、光肩星天牛和双条杉
天牛比较常见。

光肩星天牛喜欢杨树、柳树、榆
树、刺槐、栾树、悬铃木、复叶槭、梨树
等园林树种。星天牛幼虫一般蛀食较
大植株的基干，在木质部乃至根部为
害，树干下有成堆虫粪。

双条杉天牛最喜欢侧柏、圆柏、刺
柏、龙柏、桧柏等柏科植物，幼虫取食于
皮、木之间，严重时很快就能造成树木
整株或整枝死亡。在千佛山路的侧柏、
经十一路的桧柏上你能找到它们。

还有一大类的害虫叫地下害虫，它
们生活在土中，吃园林植物的种子、根、
茎、块根、块茎、幼苗、嫩叶及生长点等，
会让植物缺苗、断垄或植株生长不良。
济南比较常见的有蛴螬、大小地老虎和
蝼蛄，估计找到它们有点困难。

介绍了济南常见的同伴，大家可
认清，要是哪天你看见我们了，还求你
手下留情，千万不要报告各区园林局
哦。

(本文专业知识由济南市园林科学
研究所提供)

飘白絮的
就是美国白蛾？
作为害虫家族
的我，听到很不
高兴。我们害虫
家族家大业大，
种类繁多，有必
要跟你们唠唠
在济南的我的
同伴长啥样，有
哪些，在哪个地
方能找到它们。

本报记者 唐园园

明明明明是是站站着着

为为啥啥说说““坐坐””电电梯梯

“大家明明都是站着，为啥还说
‘坐’电梯呢？”最近，这个问题在小
唐的朋友圈里流传开来。细细一想，
汉语中类似的例子还真不少，茶明
明就是喝的，有些地方却叫“吃茶”；
山明明是登上去的，咋就说是“爬”
呢？

对此，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
院副教授冉启斌解释，这些现象实
际上涉及到字、词的“本义”和“引申
义”。虽然引申义和本义之间有某种
意义上的关联，但在使用上已经不
拘泥于原来的意思了。

本报记者 张玉岩

明明是站着，

为啥都说是“坐”电梯？

翻看现代汉语词典会发现，关于“坐”
的字义就有11条解释，第一条是这样说的：

“把臀部放在椅子、凳子或其他物体上，支
持身体重量”，这一条解释就是小唐理解的

“坐”了。第二条解释就是“乘；搭”，这个才是
坐电梯中“坐”的意思。

冉启斌介绍，“坐”的本义是“人存在
于地上的方式”。最早的“坐”是先屈膝，后
臀部放在后脚跟上的动作。后来随着坐具
的不断改变，“坐”的动作发生了变化，意
思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双腿放松，臀部
放在椅子、凳子等工具上。

后来，“坐”的意义演变为“乘坐”、“搭
乘”交通工具等，这时就不再拘泥于原来的
意义了。坐船、坐火车，虽然可能是站在船
上或火车车厢内，但仍然可以说“坐”，原因
就在于此。

有些地方说“吃茶”，

难道茶也能吃吗？

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比
如说“茶”，明明就是用来喝的，但在有些地
方偏偏就叫做“吃茶”。

冉启斌解释，其实，“吃”这个字最早是
“口吃”的意思，在东汉时期，《说文解字》中
的解释是“吃，言蹇难也”，意思就是说话不
通顺。用来表示“吃东西”的“吃”实际上已经
比较晚了，本义是“通过嘴把物体咀嚼吞下
去”，但是后来演变出“消灭”的意思，例如

“吃掉了敌人3个团”，下棋时“吃了对方的
炮”等，并不是真正地把对方“吃”了。

在一些方言中，这个“吃”还引申到很
远，除了液体的东西可以说“吃茶”、“吃酒”
等，甚至气体也可以说“吃”，如“吃烟”。又
如，根据有关研究，语言中经常有手部动作
演化为口部动作的现象，例如“提”、“拉”、

“扯”等，经常被用作“别提了”、“拉家常”、
“瞎扯”等。

大家常说“爬山”，

登山还需要手脚并用吗？

在现代汉语大辞典上，“爬”作为动词有
三个意思，最基本的意思是“昆虫、爬行动物
等行动或人用手或脚一起着地向前移动”，
第二种解释就是“抓着东西往上去；攀登”。
在“爬山”里面，“爬”的意思就是攀登。

“爬山”的情况有所不同，“爬山”是着
眼于山的高度或坡度而产生出“攀登”义。
除了“爬山”，还有“爬楼”“爬电线杆”等。

冉启斌解释说，这些现象实际上涉及
到字或词的“本义”和“引申义”。汉语中，词
义这样演变的例子还有很多，仔细研究起
来也很有趣。词义引申是指我们平常所使
用的词，大部分有几个甚至几十个意义。这
众多的含义之间并不是并列的关系，其中
有一个是本义，其他的都是从本义中引申
出来的含义，叫引申义。

由于引申义都是由本义发展衍生而来
的，所以引申义和本义之间总有某种意义
上的关联。不过在使用上，并不拘泥于他们
原来的意思。这也是为啥搭电梯的时候，明
明是站着，却可以说是“坐电梯”了。

▲历山东路上有些青桐树的树叶变黄了。

青桐树叶上有青桐木虱及其分泌的白色
絮状蜡质物。 本报记者 唐园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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