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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兰
林地间的紫色诗意

虽然二月兰的主要花期在四月，
但在银川一些阴凉湿润的区域，部分
二月兰的花期可以延续到六月初。
在金凤区正源街上海路至北京路段
长长的林地间，这种淡雅的小花能创
造出一片如梦如幻的紫色花海。朱
强评价说：“二月兰虽然不张扬，不华
贵，却美得最萌。在高大茂密的林木
之下，它们小巧玲珑、紫白相间，色泽
淡雅，仿佛一只只蝴蝶在翩翩起舞。”

银川市唐徕公园绿化养护管理
室相关人员介绍，二月兰是2023年5
月从山东引进的，在日新公园种植了
80亩，主要是为了改善林下植被，打
造林下花卉景观。通过试种、繁育，
引种成功后，这种植物表现出了极佳
的适应性。朱强解释说：“二月兰耐
阴、抗旱，花期长达35天至40天，正
好弥补了银川市3月至4月中旬少露
地时令花卉的空缺。而且它的叶片
形状优美，花凋谢后，翠绿的叶片可
持续到秋天，观赏期很长。”

学者季羡林曾在文章《二月兰》
中赞叹：“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
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
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
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
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这种诗意的描
述同样适用于银川的二月兰花海。

“紫色在自然界中相对罕见，这使
紫色花卉天生带有一种神秘和高贵的
气质。在人类文化中，紫色常与高贵、
浪漫、创造力和智慧联系在一起。这
也是为什么紫色花卉总能引起人们特
别的关注和喜爱。”从生态角度看，朱
强强调：“这些适应银川气候的紫色花
卉大多具有耐旱、耐寒、抗风沙的特
性，非常适合作为西北地区城市绿化
和生态修复的植物品种。比如紫花醉
鱼木的固沙作用，薰衣草的吸引益虫
功能，紫菀的药用价值，都超出了单纯
的观赏范畴。”

紫色，常与高贵、浪漫、梦幻联系

在一起，在银川，你遇到过哪些美丽

的紫色花儿。今天的“自然笔记”，让

我们一起走进紫色花朵的世界，感受

属于银川的那份花样的紫色浪漫。

在银川植物园·森淼生态旅游
区，一种名为紫花醉鱼木的植物正迎
来它的盛花期。五月底至六月初，这
种植物的紫色花朵密集簇生，形成圆
锥状花序，远远望去如同树冠上覆盖
了一层紫色云雾。宁夏林业研究所
副研究员朱强介绍：“紫花醉鱼木是
经多年引种选育出的优良观赏型沙
旱生花灌木，可以说是值得我们本地
科研骄傲的一项成果。”

紫花醉鱼木别名互叶醉鱼草、醉
鱼木，为马钱科醉鱼草属植物。它的
株高可达3~4米，花期时满树皆花，
气味芳香，有人赞誉它“性格倔强斗
风沙，枝条虬曲驻芳华；天干地裂无
所惧，戈壁盛开艳丽花”。朱强解释
说：“这种植物的名字来源，是古代渔
民发现它的枝叶投入水中可使鱼麻
醉，但它的观赏价值远大于这种传统
用途。”

紫花醉鱼木的适应性令人惊
奇。“它当年种植即可开花，当年生长
可高达1米。”朱强说，“在银川这样
的半干旱地区，这种耐旱、耐盐碱、抗
风沙的植物尤为珍贵。它不仅美化
了环境，还起到了固沙防风、改善生
态的重要作用。”

初夏时节，走进森淼生态旅游
区，置身于紫花醉鱼木的花海中，微
风吹过带来阵阵芳香，令人沉醉。朱
强建议：“观赏紫花醉鱼木最好选择
清晨或傍晚，这时候光线柔和，花朵
的紫色更加鲜明，香气也最为浓郁。”
这种植物已成为银川生态旅游的新
亮点，吸引着众多摄影爱好者和自然
爱好者前来打卡。

01 紫花醉鱼木
优良的沙旱灌木

在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海陶北
村，一种名为紫菀的植物正悄然抽薹，为
之后绽放它美丽的紫色花朵蓄力准备。
紫菀具有独特的价值，当地村民在100
亩土地上采用紫菀和玉米套种的创新模
式，实现了“粮药兼收”的经济效益。

朱强介绍道：“紫菀，又叫青苑、紫
倩、小辫，是菊科紫菀属多年生草本植
物。它通常生长在潮湿的河边地带，耐
涝、怕干旱，耐寒性强。”虽然外表貌不惊
人，但紫菀的药用价值很高，其根状茎可
治疗风寒咳嗽、气喘、虚劳咳吐脓血等症
状。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
中品，“主咳逆上气，胸中寒热结气”。

关于紫菀名字的由来，朱强分享了一
个有趣的知识点：“很多人以为是因为它开
的花是紫色而得名，其实李时珍曾解释

‘其根色紫而柔宛，故名’。它的小花边
缘为舌状花，淡紫色，中间为管状花，黄
色，头状花序排列成复伞房状，成片的
紫菀花在微风中摇曳，别有一番风情。”

海陶北村采用的玉米与紫菀套种技
术颇具智慧。朱强分析说：“因为紫菀喜
阴，玉米地里套种紫菀，就等于玉米给紫
菀搭起了一片自然的遮阴棚，长势会更
好。紫菀茎干直立、粗壮，通常不分枝，
高度在40厘米~50厘米之间，属于矮秆
植物，所以可与高秆玉米进行套种。”这
种“一地两收”的模式不仅规避了单一种
植的风险，还帮助农民实现了增收。

“紫菀属于一次性投资、多年受益
的品种，每年都能利用根茎分株种
植。”朱强补充道，“像紫菀这样的药用
植物，种植前景广阔。银川周边地区，
正在探索更多类似的‘中药材+粮食作
物’套种模式。”

记者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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