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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 月 5 日

本报讯（记者 张雪峰）淮南市气象资料显示，上周
淮南气象观测站最低气温-1.5℃（3月2日），最高气温
14.2℃（3月3日），一周降水量10.9毫米。

时入“惊蛰”，3月5日10时23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惊蛰”。此时节，数九将尽，春气萌动，万物以荣。惊蛰
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斗指丁，太阳到达黄经
345°，于公历3月5-6日交节。

“平地一声春雷响，惊得万物醒梦乡。”“惊蛰”中的
“蛰”，指“藏伏”，昆虫入冬藏伏土中；“惊”指“惊醒”，天
上的春雷惊醒蛰虫。《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二月
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
矣。”所谓“春雷惊百虫”，是指惊蛰时节，春雷始鸣，惊醒
蛰伏于地下越冬的蛰虫。在古时惊蛰当日，一些地方人
们有用清香、艾草，熏家中四角，以香味驱赶“蛇虫蚊鼠”
和霉味，久而久之渐渐演变成惊蛰驱赶霉运的习俗。

惊蛰节气的标志性特征是春雷乍动、万物生机盎
然。从中国各地自然物候进程看，由于南北跨度大，春
雷始鸣的时间迟早不一。“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
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农耕生产与大自然的节律息息
相关，惊蛰节气在农耕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它是古
代农耕文化对于自然节令的反映。惊蛰是全年气温回
升最快的节气，日照时数也有比较明显的增加。农谚有
云：“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从惊蛰节气开始，中国
大部分地区都已进入春耕时节。伴随着气温大幅回升，

春天的势力范围也随之明显扩大。
惊蛰有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鸣；三候鹰化

为鸠。”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一个节气十五天。古人将
“五天”分为“一候”，“三候”即为一个节气。惊蛰之日，
“桃始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乃闹春之始，红入桃花
嫩，青归柳叶新，桃花流水，千媚百态。惊蛰后五日，“仓
庚鸣”，仓庚就是黄鹂，黄鹂最早感春阳之气，嘤其鸣，求
其友，在树上鸣叫出美妙的歌声。再五日，“鹰化为鸠”，
古人称“鸠”为布谷鸟，古人发现，惊蛰三候时，天上游弋
的鹰变少了，而地上的布谷鸟却多了起来，于是认为可
能是天上的鹰化作了地上的布谷鸟。惊蛰的花信则是:
一候桃花，二候棠梨，三候蔷薇。桃花红，棠梨雪，无力
蔷薇卧晓枝。都说蔷薇无力，可是蔷薇花开，看似叶子
藤蔓柔软，但花和叶却都有生命的韧力，这种生命力很
快就将院墙屏障变成繁花的海洋，壮观而绚烂。

淮南市气象台预报，本周前期全市以阴雨天气为
主，3月4日夜间到5日白天，受弱冷空气影响，本市风力
逐渐增至3-4级，阵风6级左右，气温有小幅下降，3月7
日开始天气转好。

具体预报如下：
3 月 5 日，阴有零星小雨，6～9℃；3 月 6 日，阴，3～

11℃；3 月 7 日，晴到多云，0～14℃；3 月 8 日，多云，1～
12℃；3月9日，多云转晴，2～14℃；3月10日，多云，5～
14℃。

今日“惊蛰” 惊得万物醒梦乡

玉兰花，别名“报春花”，这种花对温度较敏感，是春天
较早一批绽放的花朵之一，常被称为春天的信使。3 月 3
日，我市气温转暖明显。当天，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在田
家庵区龙湖路、洞山路走访看到，路边的玉兰花已经纷纷绽
放，或洁白、或淡紫色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散发出淡
淡清香，引得市民争相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苏国义 摄影报道

美！玉兰“报春”绽放

早春时节，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城市中的各个公园成为市
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3月3日，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在龙
湖公园、人民公园看到，公园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草坪上、
广场上，孩子们尽情嬉闹，奔跑着、追逐着，不时发出欢笑声。
家长们则坐在旁边的长椅上、布垫上，聊天交流，享受着难得
的轻松时光，感受着大自然带来的宁静与美好。

本报记者 苏国义 摄影报道

早春出游“人从众”
主打开心放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