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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刘锦涵
通讯员 廖金朋） 7 月 7
日，福建永安天宝岩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本底调查工
作人员在一处山凹发现了
一只白日双尾灰蝶。这是
天宝岩保护区继 2年前首
次发现灿烂双尾灰蝶后，
第二次发现双尾灰蝶属新
种类。

白日双尾灰蝶腹面灰
白色，尾突一长一短。常
在植物叶片上活动，且飞
行速度较快。喜欢在日光
下飞翔，雄性成虫有在溪
旁、路面的积水边吸水的
习性。

永安天宝岩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介绍，白日双尾
灰蝶是中型灰蝶，雌雄同
型。幼虫以桑寄生科植物
椆树桑寄生、大叶桑寄生、
台中桑寄生为寄主。国内
分布于福建、海南、四川等
省份，国外见于印度和中
南半岛等地。1 年多代，
成虫多见于春秋两季。白
日双尾灰蝶是永安市第
341种有影像记录的蝴蝶
种类。

海都讯（记者 罗丹凌
梁展豪 通讯员 李文泓
文/图） 在副热带高压掌
控下，9日大范围高温依然
盘踞在江南、华南大部等
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
至 39℃，局地达 40℃以上。
9日午后，福州多地气温冲
破40℃，其中福州温泉泵站
气象站测得41.6℃。

天气这么热，可以靠人
工增雨来降温吗？对此，福
州市气象服务中心主任王宇
飞表示，人工增雨是在适当
的天气条件下，根据不同云
层的物理特性，向云层投撒
干冰、碘化银、盐粉等催化
剂，促进小水滴快速集结形
成大水滴，使云层降水或增
加降水量。在许多人看来，
人工增雨就是可以任意时刻

呼风唤雨，让雨说下就下，其
实这并不正确。当天空中的
自然云符合增雨作业条件
时，人工增雨才能发挥作用。

王宇飞表示，人工增雨
的云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
件：云层厚度大于 2公里；
云中水汽充沛；有上升气流
区。这段时间，福州持续高
温晴热的天气，以积云和层
积云为主，这种云不具备人
工增雨的作业条件。

那么，福州何时降温？
据悉，未来三天福州仍以高
温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到夜
里一些地方可能有分散性
的热雷雨，但大部地区几乎
没有有效降雨，防暑防晒仍
然是居家出行的重点。气
温方面，尤其是 12 日炎热
程度继续升级，福州市区的

最高气温将达 40℃，加之
湿度较大，不仅白天热，晚
上也是闷热在线，最低气温
也有 30℃上下，暑热贯穿
全天，市民注意防暑降温。

值得一提的是，据中央
气象台中期预报显示，预计
7月中旬开始，南海及菲律

宾北部以东洋面热带对流
趋于活跃，中旬后期将可能
生成一个台风。

白日双尾灰蝶
首次做客福建永安

冲破40℃ 福州为何不人工增雨降温？

7月10日 多云 28℃~38℃
7月11日 多云转阴 29℃~38℃
7月12日 阴 30℃~40℃

林先生说，发出鸣叫
的是雄蝉，它们通过腹部
的发声器连续不断地发出
响亮的声音，声音越大传
得越远就越有吸引力，这
是雄性在展现自己的力

量、吸引雌性。等到声音
渐歇，往往也预示着蝉的
生命周期结束了。

“在福州，最为常见的
蝉种为黑蚱蝉与蟪蛄，山
区也有少量螂蝉分布。”林

先生指出，这些蝉类对栖
息环境有着特定的偏好，
尤其钟爱榕树、无患子树、
荔枝树及龙眼树。不过，
除夹竹桃科等少数树种
外，几乎很多树种上都有

蝉的身影。
值得一提的是，蝉在

吸吮树汁后，为减轻飞行
负担会排出“蝉尿”。有时
市民走过树下，还会不小
心被“蝉尿”滴到。

N张红

海都报有关莆田千年
古荔“宋家香”开摘消息以
及王仲莘的美文《漫说“宋
家香”》，令人心生感动。

据考，“宋家香”栽植于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公元
756年），树龄已近1300年，
是福建乃至全国最古老的
荔枝树。

1300年长路漫漫。一
路上，“宋家香”栉风沐雨，
春华夏实，其果红艳可人，
味美甘甜。宋代良吏蔡襄

即品尝过此佳果，并将其录
入名著《荔枝谱》。

1300年风烟滚滚。烟
尘中，“宋家香”履艰蹈险，
历经磨难，化险为夷。传说
黄巢义兵曾欲砍树救厨，女
主人抱树痛哭，势与之俱
死，终使义兵斧下留树。

上世纪20年代，“宋家
香”又遭飓风摧残，主干剩
半截，却从根部生出两个枝
干，顽强生长，茂盛如初！

沧桑千年。“宋家香”傲
立于世，硕果累累。它古拙
苍劲的枝干上，记载着许许

多多动人的故事，它早已不
是一株古木，而是承载着文
化历史，铭记着先人筚路蓝
缕的身影……

它的存在，是水土的护
佑、是生命的倔强，更是乡
愁的执着……如果不是将
它当作一种感情的寄托而
代代珍惜，代代保护，“宋家
香”哪能繁茂千年？而莆田
百年以上的荔枝树逾2000
株！这起码确认了中国福
建是佳果荔枝原产地，避免
了争议！

乡愁是具体的：村口的

一口水井，祖母的一首歌，
房前屋后的花棚豆架……

这么多生命过程中的
截图交织在一起，于是形成
了一种回忆，一种感情，一
种念想，一种对脚下土地深
深的爱恋……

“宋家香”是福建人杰
地灵的写照，是福建乡愁的
鲜活形象。

据悉，“宋家香”如今有
人专业养护，有机构专门管
理。

相信它将活力四射，魅
力四射！

飘千年

福州今起三天预报

闷热的夏日，蝉鸣充斥着城市的每个角落。有人享
受这种乐声，也有人觉得过于嘈杂的蝉鸣声给生活带来
了不便和打扰。

7月8日，福州市民陈先生致电海都热线968880报料
称，相较于往年，感觉今年的蝉鸣声格外响亮。蝉鸣声大，
是蝉的数量增多吗？记者咨询相关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

7 月 8 日上午 9 时许，
记者来到湖滨路以及西湖
公园测量蝉鸣分贝。站在
西湖公园晨曦广场的树下，
虽看不见蝉的身影，但可听
见高低错落、此起彼伏的蝉
鸣声。记者通过噪音计进
行多次测试，结果显示，在
蝉鸣的某些时段分贝值突
破了 80 分贝。而未蝉鸣
时，分贝值约60分贝。

蝉鸣声大，是蝉的数
量增多吗？据资深昆虫专
家林先生介绍，每年蝉的
数量都呈爆发式增长，只
是聚集地点各异，市民感
受到的蝉鸣声大小可能与
居住地周边蝉的数量直接
相关。也就是说，今年蝉
的数量与往年相比没有很
大波动。

“如果市民感觉蝉鸣很

吵，可采取物理降噪措施，
如关窗、戴耳机等。”林先生
强调。

不过，今年蟪蛄（一种
特定种类的蝉）的爆发期
却有所提前，由往年的 7月
上旬提前到了 6 月下旬。
林先生认为，蟪蛄大量爆
发与今年福建雨水多密切
相关。下雨会提高土壤湿
度，为蟪蛄蜕皮提供了良

好的条件。蟪蛄作为一种
生活在土壤浅层的蝉类，
随着雨量的增大会被迫爬
出地面或者靠近地面活
动。然而，地表附近的食
物资源相对匮乏，许多能
量储备已接近饱和的昆虫
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会
加速进入生命周期的下一
个阶段，从而导致了蟪蛄
爆发期的提前。

“知了知了”，今年蝉鸣格外响？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马俊杰 实习生 林晓焮 文/图

今年雨水多，蟪蛄爆发期提前

树上滴水，可能是它尿尿了

昨日福州蓝天上飘着几片薄云

荔林水乡，风光旖旎（林震扬/摄）

白日双尾灰蝶（廖金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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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
蝉在枝头欢快地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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