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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同科同属，但叶片、花朵、果实完全不同，各有玄机——

6 月 26 日，将迎来第 35 个国际禁毒
日，提起毒品就会想到被称为美丽诱人
的邪恶之花——罂粟，它既是缓解人疾
病 痛 苦 的 良 药 ， 也 是 让 人 成 瘾 的 恶 魔
之源。

然而与其相似的虞美人，却常常遭受平
白无故的连累，经常被混淆。

虞美人与罂粟两者同科同属不同种，通
俗点就是同属一个大家族，但又各归独立的
小家庭，远方亲戚关系。

与罂粟外形酷似的虞美人，尤其是在
花型花瓣上两者相似度极高，增加了辨认
难度，但细细甄别，又完全不同，各有
玄机。

从外观看叶花果大不同

首先，植株有差别。虞美人整株被覆盖
着明显的糙毛，扎扎的手感，但枝条多、纤
细，叶片为分裂状又薄如纸，像极了生气中
的娇柔少女，柔弱又坚韧。而罂粟植株比较
粗壮，叶片厚实，叶边呈锯齿状，枝条却不
失光滑细腻感，整株被有白粉，似乎披着一
层神秘面纱，像极了粗中有细的乡野农妇，
站在旷野中，在用饱感沧桑的双眼洞察着周
围的一切。

其次，花朵各不同。虞美人花朵较小，
花瓣单薄柔嫩；而罂粟花朵却大多了，几乎
赶超虞美人一倍，花瓣也更加厚实有光泽。

最后，果实不一样。虞美人的果实像戴
草帽的稻草人，圆圆的脑袋上扣着一顶尖尖
的帽子；而罂粟果实像一个酒坛子，成熟后
是虞美人果实的好几倍。而且，“罂”的本
义就是一种盛酒的瓦器，口小腹大，用词十

分贴切。
上述逐一列出来，两者的不同立见分晓。

其实，我国古代也有明辨之人，宋人潘柽诗
云：“梁苑花销去，黄台早自熏。不同罂子
粟，别是石榴裙。” 此处，罂子粟即为罂粟，
古人借诗句道明了虞美人与罂粟是不同的。

罂粟有毒，虞美人无害

虽是远亲，但毕竟有一定血缘关系，罂
粟和虞美人不乏相同之处。两者均为罂粟科
罂粟属一二年生草本植物，原产地都是欧
洲，因适应性比较强，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栽
培种植，它们的花期均在春末夏初，花色丰
富，花朵轻盈、飘逸，似翩翩起舞的蝴蝶，
观赏价值较高，非常引人注目。另外，药用
价值也高，但又有天壤之别——罂粟有毒，
而虞美人无害。

罂粟的种子、壳有毒，均含有吗啡、可
卡因、那可汀、罂粟碱等 30 多种生物碱，

为镇痛、止咳、止泻药，用于肺虚久咳不
止、胸腹筋骨各种疼痛、久痢常泻不止；也
用于肾虚引起的遗精、滑精等症。中医以罂
粟壳入药，处方又名“御米壳”或“罂
壳”，但过量食用后容易成瘾，会造成慢性
中毒，严重危害身体，成为民间常说的“鸦
片鬼”，甚至会因呼吸困难而送命。因此，
罂粟又名鸦片花，成为鸦片及海洛因的主要
原料。作为止痛、镇静和安眠等的药用植物
原料，罂粟在我国部分地区有少量栽培。但
我国对罂粟种植控制严格，除药用、科研
外，一律禁植。

据 《本草纲目》 记载，虞美人也可全
株入药，含多种生物碱，有镇咳、止泻、镇
痛、镇静等功效。除了作为中草药，虞美人
园林景观效果更佳，在国内颇受大众欢迎。
诗圣杜甫云：“百花竞春华，丽春应最胜”，
丽春即为虞美人，借用诗句赞美了虞美人的
美丽不俗、更胜一筹。

虞美人被广泛栽植

美丽的不只虞美人花儿，还有虞美人
的民间故事。相传西楚霸王项羽的宠妃虞
姬，为了不拖累项羽，江边自刎后，化身
为美丽的虞美人花。自此，霸王别姬的凄
美爱情故事流传至今，《史记·项羽本纪》
中就有记载。

虞美人多姿的花朵、轻盈秀丽，非常美
观，而且单株花蕾很多，陆续开放，可保持
相当长的观赏期。虞美人一般秋冬播种，因
根系深长、直根性，移栽成活率低，不耐移
植，所以适合直接播种在露地或者花盆中。
其园林景观应用形式多样且广泛，花坛、花
境均可栽植，还可作盆栽或切花用，在公
园、绿地、小区中成片栽植，更会令景清新
别致、令人流连忘返。

（作者系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正
高级工程师）

罂粟与虞美人傻傻分不清罂粟与虞美人傻傻分不清 这几招立见分晓这几招立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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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将 新 建 8 个 国 家 大 气 本 底 站
科普时报讯（记者胡利娟）“十四五”

期间，我国将在现有7个国家大气本底站和
即将建成的广东新丰国家大气本底站基础
上，在胶东半岛、黄淮、四川盆地等区域选
址新建8个国家大气本底站，实现16个气候
系统关键观测区国家大气本底站全覆盖。

记者近日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此举旨在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增强大气本底观测能
力和温室气体本底浓度联网观测能力，加快

完善国家大气本底观测站网，提升关键大气
成分长期观测能力，助力应对气候变化。

大气本底站观测温室气体和大气臭氧等
反应性气体、气溶胶、太阳辐射等数十个要
素，其观测结果体现较大尺度大气不直接受
人为污染影响且混合均匀之后的平均状况。
作为较早开展该项观测业务的国家之一，目
前，我国建立了“1（青海瓦里关全球大气本
底站）+6（北京上甸子、黑龙江龙凤山、浙
江临安、湖北金沙、云南香格里拉和新疆阿

克达拉区域大气本底站）”共7个国家大气
本底站，形成国家级大气本底观测网络。

“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
期，结合气候系统关键观测区的观测要求，
中国气象局将在环渤海陆海气、黄淮农田生
态、四川盆地环境、锡林郭勒草原、敦煌沙
漠陆面过程、青藏高原陆面与大气过程等8
个综合观测区新增国家大气本底站，这将实
现每个气候系统关键观测区至少有一个国家
大气本底站。

大气本底站站址选定工作要求严苛，一
般选择在远离人类活动和污染源的地区，以
最大限度“还原”大气的本来面目。中国气
象局对站址气流三维轨迹计算分析、环境场
遥感情况、站址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和规划、
土地使用及基础设施等明确了具体要求，组
建了由气象探测中心和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专家构成的实施组，并将邀请部分专家指导
选址工作，以确保站址筛选、可行性观测试
验等工作的科学性、严谨性。

“ 不 毛 之 地 ” 变 “ 塞 上 绿 洲 ”
科普时报讯（记者胡利娟） 6月17日是第28个世界防治荒

漠化与干旱日，今年我国确定的主题为“携手防治荒漠化 共
建命运共同体”。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2.82亿亩，封禁保护沙化土地2658
万亩，全国一半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实现了由“沙
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
最大、受影响人口最多、风沙危害最重的国家之一。

十八大以来，通过实施一系列重大工程，我国逐步建立起
北方风沙线上的绿色生态屏障，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实施20
多年完成营造林面积902.9万公顷，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实施 40 多年完成营造林面积 3014 万公顷。毛乌素、浑善达
克、科尔沁三大沙地和库布其沙漠周边等重点治理区，已由昔
日“不毛之地”变为“塞上绿洲”。

在严格保护和治理的基础上，我国还积极推动沙产业发
展，利用沙区光热、物种、土地等资源充足优势，适度发展灌
草饲料、中药材、经济林果、沙漠旅游、风电光伏、生物质能
源等产业，推动沙区群众在治沙中致富、在致富中治沙。据统
计，沙区年产干鲜果品4800万吨，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4，年
总产值 1200 亿元，重点地区林果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 50%
以上。

下一步，我国防沙治沙将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强化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和国家沙漠公园建设，
建立健全荒漠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编制出台《全国防沙治沙规
划》，与重点省区签订“十四五”省级政府防沙治沙目标责任
书，压实地方政府防沙治沙责任；适度发展沙产业，推动沙区
群众在治沙中致富、在致富中治沙，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到
2025年，沙化土地封禁保护面积将达到3000万亩，新增沙化
土地治理面积1亿亩，新增石漠化综合治理面积1950万亩。

（图片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供）
图1：呼伦贝尔治沙现场。图2：阿拉善左旗梭梭林基地。图3：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绿锁黄龙。图4：库布其沙漠治理。

闽宁科技协作结新果，宁夏发现首个小
菇属新物种——蓝灰小菇！

6月19日，记者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获
悉，该院联合鲁东大学、江西农业大学、宁
夏农林科学院和北方民族大学等单位，在有
黄土高原中“湿岛”之称的宁夏六盘山国家
森林公园菌物资源本底联合科考中，发现一
种大型真菌新物种。经研究，确认为“小菇
属”的新物种，因其菌盖从幼时纯蓝色过渡
到成熟后的蓝灰色，最终被命名为“蓝灰小
菇”，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国际真菌分类学
权威杂志《菌物秘钥》上。

“目前，全世界仅记载 8 个蓝色的小菇

属物种，我国直到 2019 年才报道了蓝色小
菇 2 种，这是我国第 3 个蓝色小菇物种，
也是新物种。”据闽江科学传播学者、福
建省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所长曾辉介绍，
小菇属隶属于担子菌门、蘑菇纲、蘑菇
目、小菇科，全世界共记录超过 600 种，
分布广泛，2022 年前中国仅报道不足 100
个物种。

2019 年起，随着闽宁科技协作深入开
展，宁夏构建食用菌种质资源库应运而生，
团队成员联合宁夏多家单位在六盘山国家森
林公园开展了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工
作。2020年7月19日，调查队在六盘山一片

杨树、松树、栎树、槭树林中腐殖质上，发
现了2个灰色带有蓝色的小蘑菇，团队中从
事小型菌多样性研究的娜琴博士和盖宇鹏博
士，立即判断这是小菇属的疑似新物种。经
查阅相关文献和分子鉴定后，确认这些小小
的蓝色蘑菇是小菇属新物种，模式标本作为
福建省农科院菌物标本馆第一号标本正式定
名并发表。

据悉，担子体蓝色是小菇属中较少见的
类群，早期的文献资料记载中蓝色小菇，主
要分布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新西兰，20
世纪后北半球才陆续报道了5个蓝色小菇物
种。2019 年以前，国内蓝色小菇仅报道来

自南方亚热带地区，团队以此为线索，在此
次调查过程中有了新发现，将世界蓝色小菇
物种增加至9个。

相关专家认为，来自我国北方中温带的
蓝色小菇新种，是蓝色小菇类群及小菇属的
关键物种，极大地丰富了小菇属的物种多样
性，为揭示小菇属真菌物种分布格局、生物
地理、自然演化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
据。目前，已知小菇属物种是天麻萌发菌，
更多物种的发现尤其是分布在六盘山等特殊
生境的关键物种，为未来开发利用小菇属的
食药价值、菌物种质资源建设等领域提供基
础支撑。

宁 夏 六 盘 山 发 现 真 菌 新 种 “ 蓝 灰 小 菇 ”
□□ 科普时报记者 谢开飞 通讯员 柯斌榕 刘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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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物种入侵防控事关国家粮食安
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农业农村部科
技教育司司长周云龙6月17在解读《外来入
侵物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时
强调，多数入侵物种可在我国找到适宜生存
环境，一旦定殖，彻底根除难度大，严重影
响入侵地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
发展和生物多样性。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商品贸易和人员往
来日益频繁，外来入侵物种扩散途径呈现多
样化和隐蔽化趋势。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明确规
定，“国家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和应
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外来入侵
物种名录和管理办法”。

为切实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农业农
村部会同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
署，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立法情况，深入开

展专家研讨和实地调研，广泛听取有关部
门、行业专家和社会公众意见，在此基础上
研究制定了《办法》。

外来入侵物种是指传入定殖并对生态系
统、生境、物种带来威胁或者危害，影响我
国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
生物多样性的外来物种。周云龙说，加强外
来入侵物种管理总的考虑是，坚持风险预
防、源头管控、综合治理、协同配合、公众
参与，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立健全
管理制度，强化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全面
提升外来入侵物种管理水平。

《办法》对外来入侵物种源头预防、监测
预警、治理修复等方面作出规定，从各个环节
进一步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构建全链条防
控体系。周云龙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
建立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外来入侵物
种防治负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相关部门

按职责分工开展防控工作。“加强宣传教育与
科学普及，鼓励引导公众依法参与防控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
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

那么，《办法》对外来入侵物种监测预
警是怎么规定的？

周云龙介绍，为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监测
预警，及时掌握外来入侵物种状况，《办法》
主要作了三方面规定。一是开展调查监测。
建立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和监测制度，每十年
组织开展一次全国普查，构建全国外来入侵
物种监测网络，开展常态化监测。二是发布
预警预报。省级以上农业农村、林业草原等
主管部门和海关应当加强监测信息共享，分
析研判外来入侵物种发生、扩散趋势，及时
发布预警预报，指导开展防控。三是规范信
息发布。全国外来入侵物种总体情况由农业
农村部商有关部门统一发布。相关领域外来
入侵物种发生情况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按职责

权限发布。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商有关部
门统一发布本行政区域外来入侵物种情况。

为有力推进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
《办法》 规定，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应按照职责分工研
究制订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策略措施，各地结
合实际制订防控治理方案，落实防控措施。

周云龙说，对外来入侵植物的治理，可
根据实际情况在其苗期、开花期或结实期等
生长关键时期，采取人工拔除、机械铲除、
喷施绿色药剂、释放生物天敌等措施。对外
来入侵病虫害的治理，应当采取选用抗病虫
品种、种苗预处理、物理清除、化学灭除、
生物防治等措施，有效阻止病虫害扩散蔓延。
对外来入侵水生动物的治理，应采取针对性
捕捞等措施，防止其进一步扩散危害。“此
外，《办法》要求因地制宜采取种植乡土植
物、放流本地种等措施，对外来入侵物种发
生区域进行生态系统恢复。 ”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将于8月1日起施行

开展全国普查 构建外来入侵物种监测网络
□□ 科普时报记者 马爱平

6 月 25 日是全国土地日。
人类的衣、食、住、行都直接
或间接地与土壤密切相关，土
壤中的元素可通过食物、饮水
和空气进入人体，影响人体的
正常生理功能，土壤与人类健
康密不可分。

不同农作物重金属富
集能力有差异

土壤同空气、水一样，同
样会受到污染；超过自净能
力，同样会残留污染物。土壤
常见污染除了病原体外，还包
括有毒化学物质、放射性物
质，比如重金属污染、农药和
持久性有机化合物污染、化肥
施用污染等方面。

研究结果表明，农作物富
集土壤重金属与作物种类、品
种、部位有关，同一作物对不
同 重 金 属 富 集 能 力 也 存 在
差异。

一般来说，富集重金属的
能力从大到小依次是：叶菜类
蔬菜、根茎类、禾谷类、鲜豆
类及茄果类。

不同种类的蔬菜对不同种
类的重金属吸收也有差异，茄
子吸收铅、镉能力强，菜花吸
收铬能力强，芹菜对铅、镉、
铬均有较强的富集能力。大白
菜、青菜、橄榄、花菜、萝卜
易于富集锌，辣椒、莴笋等易
于富集铜。

一些蔬菜不但可以吸收某
种重金属，而且还具备有特殊
富集能力的器官，用来储存污
染物。如砷富集在胡萝卜根，
汞富集在菜豆荚，铅、镉富集
在 卜 根 ， 锡 富 集 在 萝 卜 叶
片等。

谷物、蔬菜不同部位吸收土壤重金属能
力从大到小依次为：吸收器官、同化器官和
输导器官、繁殖器官。如镉被植物吸收后，
大部分富集在根部，迁移至地上部的一般
较少。

水稻、菜豆根茎吸收镉的能力较强，其
中水稻80%的镉富集在根部，玉米、小麦根
对 镉 和 锌 的 吸 收 量 分 别 占 总 吸 收 量 的
70%-80%，58%-68%，籽实分别 1%-10%，
9%-25%。

土壤污染对人体的危害

土壤污染后对人产生的影响是间接的。
土壤污染会使污染物在植物体中积累，在不
同的生物体内经吸收后逐级传递，不断积聚
和浓缩，农作物富集造成一定的残毒；土壤
污染物最后富集到动物体内，肉类所含重金
属、化学毒素最多，动物的内脏往往是重金
属聚集部位，由此可通过食物进入人体内
蓄积。

人吃了被重金属污染的食物，将引发神
经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
血液和造血系统、免疫系统等疾病，造成

“三致”即致突变、致畸、致癌，也将对下
一代带来影响。

如何避免土地污染重金属的摄入

农作物富集重金属能力越强，摄入人体
受污染的机会就越大。在重金属污染严重的
地区，可以替换不同种类的蔬菜来减少重金
属的摄入。

在土壤镉污染地区，将大豆、豌豆等豆
科植物，替换十字花科 （油菜、萝卜、芜菁
等）、茄科（番茄、茄子）、菊科（莴苣）食
用。在土壤砷污染地区，将甜菜根、豌豆、
花椰菜、韭菜等，替换芹菜、茼蒿、芥菜食
用。在土壤汞污染地区，将茄果类、瓜类替
换根茎类、叶菜类、豆类食用。在土壤铅污
染地区，将果实类蔬菜替换叶菜类蔬菜食用。

在不掌握农作物富集的情况下，通过择
取、清洗、合理加工烹调等，达到去除残毒
的目的。比如，食物多样化，不要偏食；凉
拌蔬菜加入蒜泥和柠檬汁，有助于提高部分
食品安全性，大蒜降低亚硝酸盐的含量，柠
檬汁中的维生素C和其他还原性物质能够阻
断亚硝酸盐合成亚硝胺致癌物；烹饪肉之前
尽量用水多泡一会儿，吃时蘸醋，能促进有
害金属物质的分解等。

（作者系北京协和医学院比较医学中心
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