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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花向来为大家所熟
悉，也因花雅香浓而受到文人
墨客的喜爱。唐代杜甫就著
有诗作《栀子》：“栀子比众
木，人间诚未多。于身色有
用，与道气伤和。红取风霜
实，青看雨露柯。无情移得
汝，贵在映江波。”

这首诗中提到，栀子是人
间少见的全身都是宝的植物花
卉，不但可以提取黄色染料，还
可以入药，理气治病；果实经霜
变红，枝叶遇雨露而更显青翠。

我们只知道把鲜嫩的花
朵采摘放在口袋或枕边，花香
沁入肺腑，可安神解烦。也有
地方，当地人会摘栀子花当蔬
菜售卖，能做出许多美味可口
的佳肴。但似乎对栀子花作
染料知之甚少。

据史料记载，秦汉以前，栀
子便是应用最广的黄色染料。
《汉官仪》记载：“染园出栀、茜，
供染御服。”说明当时染一些最
高级的服装就是用栀子作染料
的。有研究指出，长沙汉马王
堆出土的染织品，其黄色就是
由栀子染色而得。不过，因栀
子染黄耐日晒的能力较差，自
宋代以后，染黄色的材料便被
槐花部分取代了。

栀子又名黄栀子、水横
枝，是茜草科小灌木。其主产
长江流域各省区，花期在3月
到 7 月。它还有同科同属的
另一位“姐妹”——大黄栀子，
也可以用来作染料，其果实为
提取食用黄色素和蓝色素的
优质原料。不过，栀子是小灌
木，花初开时白色，一天后转
为淡黄色；大黄栀子则为乔
木，高7-10米，花单生于小枝
顶端，开黄色花，多产云南澜
沧、勐海、景洪、勐腊，生于海
拔 700-1600 米处的山坡、村
边或溪边林中。

在广州，大黄栀子比栀子
会晚半个多月开花。其果期在
7月至翌年4月。大黄栀子的
果实成熟后可以吃，傣族妇女
亦用其洗头发。其果实入药，
有清肝明目、清热利湿功效。

（来源：华南植物园）

澳大利亚墨尔本一位年
轻艺术家 Michelle Nguy-
en 因为做装饰蛋糕用的糖
花而屡屡获奖，并参加了澳
大利亚皇家墨尔本农业展
及澳大利亚国际蛋糕展。

看到这些花朵时，你不
得不为它们的超级逼真而
惊叹。这些“鲜花”不会凋
零，已成为装饰蛋糕的最受
欢迎的饰物之一。

Michelle Nguyen在大
学原本学的是商科，因在图
书馆里看到绘有野生动物
和鲜花的图书，由此产生了
手工制作鲜花的兴趣。她
先后参加了一些糖花培训
课程，最终在一次大型比赛
中荣获第一名。如今她已
有自己的工作室，除了在当
地教授私人课程，还在新加
坡、美国等地开设了国际工
作室。

她表示：“做糖花的秘
诀在于要对大量的真花了
若指掌。我为此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研究花瓣、叶子
的纹理走向，甚至研究它
们生长的过程如何发生细
微的变化。当然，最重要
的是制作时的配色技巧，
要了解不同颜色的搭配、
对比和层次递进，每一步
都需要有正确的顺序才能
做 出 完 美 的 糖 花 。”她 说
自己最喜欢制作大丽花和
牡丹，不过最拿手的则是
玫瑰。她认为做这种工作
最需要的是有对细节的洞
察力。

（CC/文 视觉中国/图）

苏州绣娘陈英华最近因刺绣作品
《星空·宇宙》系列而成了“热搜”人
物。有人称她为“织女下凡”，也有人
称赞她为“苏州魏璎珞”。

她的这个系列刺绣图均以星空为
主题，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她用丝线

“描绘”出了色彩斑斓各种星象。她
还有另一系列《天文奇观》的刺绣作
品，同样令人惊艳。2012 年，陈英华
曾带着这两个系列作品共 24 幅作
品，受邀参加过第 28届“国际天文联
合会”展出，当时就已是全场焦点。
据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的工作人员因此还找上门，提出要高
价购买她的“星空”系列作品。但被
陈英华一口回绝：“我花了那么多心
血，不想给别人。我想让它留在国内
的科技馆、天文馆，让更多中国人看
到。”她的这些作品现在大都收藏在
她的陈英华刺绣艺术馆里，供游客随
意参观。

陈英华说她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有
一次在紫金山天文台的梅苞老师那
里看到的几张星空图片。2000年起，
陈英华便开始尝试完成第一幅《蟹状
星云》作品。

为了表现出星空神秘莫测、颜色
变幻多端的特点，她不仅创新了针线
绣法，为了找到最合适表现的丝线，

还进行了 100 多种尝试，找到办法把
普通丝线做成桑蚕吐丝的粗细，即普
通丝线的1/16，最终才将各种过渡色
彩呈现得更加细腻、逼真。比如一幅
《马头星云》，因为云光中的颜色有黑
色、红赭、红、梅红、紫色、茄紫色及少
量蓝等色等，她便用了近10种针法和
20多种颜色的丝线，最终完美呈现；
一幅《狮子座星云》，是先用斜线条直
丝绣制出狮子的轮廓，然后用小乱针
排列绣法绣出云彩，最后又用不规则
排列绣法绣制出周围的气体，光是针
法就换了20多种；另一幅《日斑》也是
采用了创新针法，花了近两年时间才
完成，观赏时火热感扑面而来。

陈英华说：“刺绣是中国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就应该在中国发扬光大。”
为此，她不仅参与过在故宫修文物，修
复了倦勤斋门框中间的双面绣夹纱(槅
扇心)、康熙赐给三公主的龙袍等100
多件故宫文物，还在自己的家乡苏州
开办了一个刺绣班，免费授艺，教大家
学习传统刺绣技艺。

最近，陈英华的“宇宙星空系列”
已增加至26幅作品，其中包括一幅用
苏绣呈现古代科技的石刻天文图，她
表示今后还会更多地把传统刺绣和
古代文化相结合。

（文/BOBO 图均为资料图片）

沙漠种草，不仅固沙还固氮

我们都知道，
苔藓一般生活在比

较湿润的地方，但在沙漠里面，我
也找到了苔藓植物——地表上那
黑乎乎的、不招人待见的一片。

这些苔藓植物并不起眼，
它们覆盖在地表上，看起来既
干又黑。不仔细看，大家不会
注意到这片沙漠表面会有这么
一个薄层。但当我不小心把一
瓶矿泉水倒在了那层黑乎乎的
东西上，不过几秒钟时间，原本
黑乎乎的表面就变绿了——处
于休眠中的干燥植物体遇到水
分后开始展叶复活，由黑变绿，
只需几秒钟便欣欣向荣。对沙
漠来讲，这层东西就相当于一
个保护层，所以我们把它称为
沙漠“皮肤”。

从学术角度来讲，沙漠“皮
肤”应该被称为生物土壤结皮。

这薄薄的一层在电子显微
镜下被放大 2000 倍后，我们可
以看到，薄层中间被很多绳索
状的东西捆绑着、缠绕着，维持
着某种结构。这些“绳索”是绿
色的——绿色的植物体就意味
着它能够进行光合作用，能够

自力更生地养活自己。它和人
类的皮肤一样有两大特点：第
一，起保护作用；第二，有生物
活性。它们能呼吸、排泄、生
产，从而维护着荒漠生态系统
的稳定。

这层薄层中并不只有单一
的物种。“皮肤”里面的物种非
常丰富，既有单细胞的藻类等
生物，也有多细胞生物，还有丝
状或团状的生物，它们更为复
杂，还有根茎叶的分化，比如苔
藓。它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

“大家庭”，共同保护着沙漠。

□张元明

沙漠里的土壤结皮归根结底是个好东
西。如果它不得“皮肤病”，一定能保护好沙
漠。但如今的沙漠患上“皮肤病”也不少。

这些“皮肤病”来自于人类的干扰，其
中有大型工程的干扰，有大型车辆的干扰，
放牧对沙漠结皮的破坏也很大，这些问题
都可能导致沙漠的“皮肤”斑斑驳驳，“疾
病”久治不愈。

我们要加强对沙漠结皮的保护。沙漠
如果没有这层结皮，就会不稳定，会缺乏营
养，失去调节者，甚至导致更多沙尘暴。

如今，沙漠旅游、沙漠徒步已逐渐成为
“新兴人类”所关注的大热项目，但大家不
要忘记去沙漠徒步的时候，尽量排成一队，
尽可能不要大规模地破坏地表结皮，避免
不文明行为。正如美国拱门国家公园的一
块招牌式标语牌上有一句话说：你踩在沙
漠结皮上的一个脚印，可能已瞬间将已经
发育和生长了数百年的生命摧毁。

（文图来源：格致论道讲坛）

？沙漠也会得
皮肤病

当我们走进微观世界，就会发现沙漠也是有“皮肤”的。
沙漠的皮肤长什么样呢？沙漠的皮肤能像人类的皮肤一

样去保护沙漠吗？
新疆北部准噶尔盆地腹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跟塔克拉

玛干沙漠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表面是固定的或者是半固定
的——它的沙丘顶部有一些流动带，但沙丘的坡部和底部基本
上属于固定状态。导致这些沙丘被固定住的一个很重要的因
素，就是这里有一层沙漠的“皮肤”。

什么是沙漠“皮肤”？A

这些生物可帮助沙漠“固氮”B 植物的繁殖与
生 长 都 需 要 水 分 。

面对沙漠里的种种不利条件，
这些物种为什么还要在这里

“安家”？它们在沙漠里到底是
怎么生存下来的？

其实生长在沙漠中的物种是
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的。一些微小
的生物为了活下来，除了努力进
行光合作用以外，它们还具有一
个特别重要的功能——固氮。

氮是植物生长的必需元素
之一。虽然大气
成 分 当 中 ，
70%以上

都是氮气，但这些氮气并不能直
接为植物所用。只有将其固定
下来，转化成可供利用的化合
物，才能够被植物利用。沙漠中
这些微小生物为此形成一个非
常稳定的小团体——它们互相
帮助，把氮气固定下来，转化成
肥料供自己使用，用不完的再留
给其他植物。依靠这些微小生
物，整个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每年
可以固定约4500吨氮素。

我们把这些微小生物称为
“天然绿肥”，正是它们在丰富

着沙漠地区植物的生
长环境。

沙漠苔藓“自带防晒霜”，还会储水C

D
但并不是整个沙漠都有

一层沙漠“皮肤”就是好事。
如果这种结皮大量生长，其他
物种的生存空间就会迅速丧
失。而某区域植物多样性的
降低，意味着该区域的生态系
统不够稳定。

我们还发现，真正适合在
这个区域生长的植物，可能都
有某种特殊形态的种子才能繁
衍生息。这些种子的形态跟普
通种子大不相同，有些外面有

附属物——有的“戴着帽子”，
有的“穿着衣服”，还有的“放着
风筝”……还有些种子在“裸
奔”——什么附属物都不带。
我们猜测，这种“裸奔”的种子
可能更容易在沙漠“皮肤”上生
存。因为它更容易掉到缝隙和
孔隙当中，接触土壤并开始萌
发。而有些因为无法稳定地接
触到土壤，最后就不能生根发
芽，久而久之就会被淘汰。

在沙漠中那些长满“皮肤”
的地方，更容易出现大量的绿色
植物。它们的种子更怪异，附属
物会很长、很大。比如有一种植
物种子长得像子弹头一样，从种
子上会伸出一个“旗杆”，“旗杆”
顶上还有“羽毛”，为了生存，这
种种子能通过“羽毛”在风力作
用下开始旋转，最终完整地穿透
结皮，进入土壤。这也是一种独

特的生存之道。

沙漠里种子的形状
可能决定着“生死”

沙漠中不仅有高
温，还有强光。但沙漠

里地表这些非常脆弱的生物体有
自己的办法防晒——当苔藓植物
生长的时候，植株肯定是绿色的，
但当外界条件不利于它们生长时，
植株就变成了黑色。与此同时，苔
藓植物还会把所有叶片收起来，紧
靠茎干。此外，其叶片顶端还具有
很多白色的结构，称之为芒尖。苔
藓植物会利用叶片顶端白色芒尖
来强化对强光和紫外线的反射，避
免植株体受到伤害。也就是说，这
种苔藓植物“自带防晒霜”。

对于苔藓植物来说，其顶端
的白色芒尖不仅仅是“防晒霜”，
还能起到输水管的作用。

从生物力学角度看，白色芒
尖里有很多在纳米尺度内的结
构。研究发现，这种结构表面有
很多运河式的沟槽，这些结构非
常有利于植物发挥表面毛细管作
用，有利于水滴向下运输。这些
结构是水分子在物体表面形成水
膜的最佳配置。显然，这是通过
自然选择，不断进化出来的结构。

它们不仅会防晒，还能在低温
环境下，头顶着“冰晶”照样快乐成
长。这些小小的植物体内包含了很
多非常宝贵的种质基因，因为这些
基因，它们才能克服不利的环境条
件生存下来。经过多年进化，这些
脆弱的物种早已跟沙漠融为一体。

这类植物还有一点非常神奇，
它不是靠根吸收水分，而是依靠叶
片通过这些表面精细结构直接从
空气中吸收水分。所以，它的根被
称为假根，假根只起到稳定植物
体，使其固着于基质的作用。

尽管沙漠地区空气中所含的

水分非常少，但植物顶端的芒尖
依然能够把空气中的水分收集起
来，为己所用。这个发现在仿生
学方面是值得参考的。这一研究
成果已发表在《Nature》杂志的子
刊《Nature Plants》上。

《Science》杂志的相关评论文
章认为，如果人类可以利用这种
非常神奇的、精致的自然结构，人
为制造“水分收集器”，并将其放
到沙漠里，是不是就能帮助在沙
漠中生活的人类收集水分呢？或
许该项研究的成果在未来人类探
索火星时会得到应用。

E 沙漠皮肤也会
得“皮肤病”

栀子花竟是染料的一种
——秦汉以前应用最广的黄色染料就是它

▶奇趣生物 文/图 彭晓明

▶潮人审美 这花是糖做的

▶潮人审美 苏州绣娘的“星空·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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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1年5月2日 ●●●●●●●●●●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4772160元
225293905.1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7月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七星彩 第21049期

奖级
中奖
注数

单注奖金
（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0

2

11

483

10311

318219

329026

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

应派奖金合计
（元）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112期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1

4

37

169

2652

0

16141

8068

18500

16900

26520

中奖情况

16141

2017

500

100

10

36选7投注总金额：291080元
中奖基本号码：07 16 18 19 32 10 特别号码：09

好彩36投注总金额：498976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3150

465826

中奖注数

430

504

单注奖金（元）

39

462

累计奖金552288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1 第2021112期

投注总金额：480494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09 猴 春 东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30366
16812
26268
7048

4102
897
2824
375

46
15
5
5

3D 第2021112期

本期投注总额：2068158元；本期中奖总额：874674元；
奖池资金余额：2103199元。

中奖号码 3 4 9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16

661
0

1028
52
70
1
3
0
0
0
2
59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5

687440
0

177844
520
7280
470
63
0
0
0

172
885

3 4 4 4 0 5 + 14

253171

3000

500

30

5

0

506342

33000

241500

309330

1591095

2681267

双色球 第2021047期

本期投注总额：367123752元；广东省投注额：43892162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291180168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兑奖时间：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红球区 蓝球区

13 03 29 16 24 07 01
奖级 全国中奖注数 本省中奖注数每注奖金（元）

5
231
1279
77757

1479677
7043793

1
26
131
7627

159604
873024

9419460
119574
3000
200
10
5

11028315.3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61749432.9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7月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1112期

排列3 4 5 1

排列5 4 5 1 3 5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4653464 1161098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8450

0

27190

27

本省
中奖
注数

344

0

814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24765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