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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机电安装，2 号线西北段的铺轨工作也在加速中。杭州市地铁集团表

示，目前整个2号线西北段已经完成了8公里的铺轨工作，占总长的三分之一。

此前，2号线西北段在丰潭路站设有一个机铺基地，几个散铺基地。为了加

快铺轨进度，杭州市地铁集团把散铺基地增加到 5 个，这样的调整，为的是增加

材料运输的出入口，让铺轨的工作效率更高。

由于散铺基地的增加，会对目前的主干道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2号线武

林门站北端，路当中被围挡围起来的部分，就是一个散铺基地。由于设置在环

城西路和体育场路的交叉口，对交通会有一定影响。不过杭州市地铁集团表

示，材料的运输基本上都放在晚上，会最大程度地保证大家的通行。

这样的“加速度”之下，2 号线西北段要力争在 2016 年年底之前完成所有的

铺轨工作，为明年6月底通车夯实基础。

记者 庞菁涵

秋雨绵绵，从前天夜里开始到

昨天上午，杭州普降小到中雨，降雨

使得能见度不佳，昨天傍晚 5 点 20

分，杭州市气象台发布大雾橙色预

警，能见度小于500米。由于是暖湿

气流带来的降雨，气温没有下降。

与此同时，较为稳定的天气情况减

弱了空气流动，不利于污染物的扩

散，昨天中午 11 点到晚上 7 点，AQI

超过10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下午1

点左右到达139的最高值后回落。

预计阴雨天气还将继续，其中，

今天况相对较好，阴到多云，21 日

前由于冷空气活动范围偏北，杭城

气 温 起 伏 都 不 大 ，维 持 最 低 气 温

15℃左右，最高气温 20℃上下的水

平。不过，下周二起，一股冷空气

将影响杭州，届时会出现降雨、大

风、降温。

下周二（22 日）开始，北方强冷

空气影响杭州，将出现降雨、大风、

降温天气，接下去的周三周四，最高

温将全线跳水到 10℃左右，提醒市

民朋友们提前做好保暖准备以迎接

大风降温天。

今日最高气温24℃ 下周二起将大降温今日最高气温24℃ 下周二起将大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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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景观玩的就是小清新！
老爸老妈博物大学里的“苔玉 ”课程时尚又鲜活！

地铁2号线西北段建设“火力全开”
庆春广场站已经“有眉有眼”了
地铁2号线西北段建设“火力全开”
庆春广场站已经“有眉有眼”了
记者 丁岚/文 李维和/摄

最近几天，关于地铁
三期规划到底何时批复
的消息，大家十分关心。
记者从杭州市地铁集团
核实，地铁三期规划正在
申报当中，预计近期将有
结果。

三期还没来，心急的
你可以关心一下正在建
设当中的地铁 2 号线西北
段，毕竟这是接下来即将
要 开 通 的 一 条 重 要 路
线。昨天，关于地铁 2 号
线西北段的最新进展也
来 了 ，这 条 城 西 地 区 的

“希望之路”，目前“火力
全开”。铺轨工作完成 8
公里，机电安装也全线铺
开，全速向明年 6 月底开
通的目标挺进。

庆春广场站进度最快 春节前完成车站主体装修

作为被寄予厚望的一条地铁线，2号线西北段一直是全城焦点。这条地铁

线路正线长度约 11.8 公里，共设有 11 个站点，从东到西依次为庆春广场站、

庆菱路站、建国北路站、中河北路站、凤起路站、武林门站、沈塘桥站、下

宁桥站、学院路站、古翠路站、丰潭路站。

这几个月，地面上看似风平浪静的 2 号线西北段，地底下其实“火力全

开”。目前，整条 2 号线西北段，11 个车站，已经全面进入机电安装阶段。全

天 24 小时，三班倒，不间断施工，进度最快的当属庆春广场站，公共区域的

地面已经完成铺装，墙面的装修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经常走庆春东路，

会发现庆春广场站的出入口已经有了大致的模样。另外，古翠路站的进度也

不错，机电安装进行得十分顺利，在这个车站的建设高峰时期，工作人员达

到100多人。

剩余 9 个站点，也都进入了机电安装的阶段。整个 2 号线西北段预计在春

节前将完成所有车站主体结构的装修。风亭、附属结构的施工，预计会慢一

些，整条线路正在朝着明年6月底全线通车的目标前进。

铺轨工作已完成三分之一 预计年底之前完成铺轨

记者 蔡怀光 文/摄

对于不少人来说，“苔玉”应该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其实在赏玩绿色植物的人群中，“苔玉”也是这一两年里
才出现的新鲜东西。

不过，在老爸老妈博物大学里，我们常常有机会接触到新鲜好玩的事物。奔着追求“生活美学”的目标而
来，在业余、退休生活中发掘身边的小清新，也是这堂“苔玉”课想传递给诸位学员的理念。

它虽是盆栽的一种——一株文竹，或者几片绿叶，杵在一团看似毛茸茸、胖乎乎的泥团之上——却又不同
于普通盆栽。淤泥、苔藓、绿色植物，三种取材于大自然的元素，通过人工的巧妙组合，形成了这方微景观。

在老爸老妈博物大学与中国湿地博物馆联合开设的这门课上，各位老爸老妈恍然大悟——原来盆栽也可
以这么玩！

充满禅意的舶来物

“苔玉”最早被记载在日本的江户时代，也就是中国的明清时期，

是日式盆景中的一类。

中国湿地博物馆的彭耐老师，就是这堂苔玉课的主讲老师。在她

正式开讲前，把手中的苔玉展示给大家的时候，不少学员发出了如此

惊叹，“真雅”“很有禅意”、“太奇妙了”。

“苔玉简单来说就是不用花盆，直接由青苔取而代之，覆盖住植株

根部的盆栽，”彭耐说，“它外形美观可爱，虽然小巧玲珑，我们却能够

从中感受到自然的深奥悠远。”

的确，这方不过掌心大小的苔玉，最大的特色就是它造型全靠人

工捏制而成，怎样的造型、何种意境，全凭制作者当时的心境。

这份自然的奥妙和悠远，就在于自然赐予的元素，浑然成一景，透

露出清新、和谐及宁静。

小苔藓的大作用

苔玉怎么玩？老师手把手教导

通过图片+课堂介绍，彭耐老师的讲解已经吊足了学员们的胃

口。而她也手把手向大家传授了制作苔玉的方法：

首先，大家要选取几株铜钱草、文竹，或者其他微小花

卉类植物。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对这些植物的根部进

行去土清理，清理工作以见到根系为佳。

第二步，就是捏制泥球。泥土的选择，以淤泥

一类为宜。加入适当的水分以后，如和面粉般将

泥土捏成橙子大小的泥球。

接下来，大家需要小心翼翼地在泥球上方

挖一个小洞。这个小洞要可以容下植物的根系。植物被埋入之后，再

进行泥土回填工作。

再然后，就是最关键的步骤了。学员要将采集到的苔藓，按照需求

大小切割成片状，然后将苔藓一片一片地贴到泥球上。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可以一边给泥球“拗造型”，一边为泥球贴苔藓。

采摘来的苔藓也须经过去土作业。苔藓自带的土不能太厚，否则

盆景显得臃肿。但如果去土时太激烈，苔藓又可能被撕碎。这也是需

要大家静下心，全神贯注而为之的。

最后，彭耐老师拿出了一卷卷钓鱼线。钓鱼线被纵横缠绕在包裹

着苔藓的泥球外围。“这是固定苔藓的方法，否则苔藓很容易脱落。”

被西溪湿地所包围的中国湿地博物馆，老爸老妈博物大学在这个

教学点所开课程的最大特点，就是紧密围绕在自然环境的话题中进行。

要想充分理解苔玉的价值，就要从原材料之一，苔藓开始说起。

“苔藓是大自然中生命力极强的一类植物。”彭耐说。它分布范围

极广，横跨地球的热带、温带和寒冷地区。苔藓植物生长密集，有较强

的吸水性，是典型的湿地植物。

对于自然界的食物链来说，苔藓可以成为哺乳动物和鸟类的食物。

而对于其他植物的成长，苔藓也很有意义。它因自身分泌的液体，

有缓慢溶解岩石表面，加速岩石风化的作用，可以促成土壤的形成，从

而为其他植物生长的开路先锋。

你知道吗？在中国，有3340余种苔藓广布全国各地。由于取材便

捷，色彩光鲜，因此苔藓也一直是传统盆景的配饰之一。

而在苔玉课堂上，苔藓，这个微不足道的细小植物，成为盆景的重

要组成。

前来学习的老爸老妈们，大多平日里喜好盆景，喜欢欣赏盆景，但鲜有亲手制作盆景的。但经过两堂课程

的教学，大家基本掌握了取材和制作的方法。

制作成功的苔玉，既可放在底座上欣赏，又可以悬吊在半空中展示。冬季远离冰冻区域，夏季避免阳光直

射，喷水或浸水就能养活这件小品，无论存放或养植，都没有太大的难度。

这件充满禅意、只需用心就能自制的作品，能为我们的生活添色不少。

杭州市治堵办、杭州市文明办、杭州日报联合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