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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切实加强我省城市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管理，改善古

树名木生长环境，充分发挥城市古树名木在传承历史文

化、弘扬生态文明中的作用，特编制本导则。

编制组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积极借鉴国内外古

树名木保护管理经验和参阅国家相关规范、行业标准的基

础上，对我省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现状进行了深度调

研，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完成本导则的编制。

本导则共分 13 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一

般规定、保护管理责任、科学技术支撑、建档立卡、监测

检查、生存环境管理、病虫害防治及树冠整理、树体复壮、

安全保护、文化传承和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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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目的

为切实加强我省城市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管理，改善

古树名木生长环境，充分发挥城市古树名木在传承历史

文化、弘扬生态文明中的作用，特编制本导则。

1.2 合法原则

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应遵守本导则，尚应符合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规定。

1.3 适用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陕西省城镇范围内古树名木的管理、

保护、养护等活动。各地应本着“依法依规、因地制宜、

科学精准、传承文化”的原则，坚持保护和管理并重，

结合本地实际予以深化细化，保障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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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1 古树

树龄在一百年以上的树木。

2.2 名木

珍贵稀有树木或者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研究

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树木。

2.3 树冠投影面

树冠的最外缘形成的闭合环形地面的垂直投影。

2.4 古树名木生长保护范围

单株古树名木生长保护范围指树冠垂直投影外延伸

5 米范围内。

群株古树名木生长保护范围指边缘树木树冠外侧垂

直投影外延伸 5 米连线范围内。

2.5 古树名木生长合理影响范围

在古树名木生长保护范围外，存在对古树名木生长

有明显影响的环境因素，需进一步调查分析并经专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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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确定的合理保护范围。

2.6 古树名木生存环境

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直接或间接影响古树名木生

长发育的各种环境因素的总和。

2.7 古树名木生长势

古树名木生长的健康状况。

2.8 古树名木养护

保障古树名木生长发育所采取的保养、维护措施。

2.9 古树名木复壮

对重弱和濒危的古树名木所采取的逐渐恢复树势的

工程措施。古树名木复壮包括土壤改良、树体损伤处理、

树洞修补和树体加固支撑等。

2.10 古树名木有害生物

影响古树名木生长发育的害虫、病害及其他有害生物。

2.11 树洞修补

对腐朽的树洞采取防腐、加固等措施。

2.12 硬支撑

用硬质材料对不稳固树体采取的支撑措施。

2.13 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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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弹性材料对不稳固树体采取牵引措施。

2.14 活体支撑

栽植同种活体青壮龄树木与不稳固树体进行靠接的

支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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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规定

3.1 陕西省城市古树实行分级管理：

树龄在一千年以上的古树，实施特级保护;

树龄在五百年以上不足一千年的古树，实施一级保护;

树龄在三百年以上不足五百年的古树，实施二级保护;

树龄在一百年以上不足三百年的古树，实施三级保护。

名木实行一级保护。

3.2 禁止砍伐、移植古树名木，确需移植的应征求

专家意见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办理。

3.3 各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邀请各方面专家

学者，成立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专家团队，为本区域城市

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3.4 养护单位或者个人（以下简称养护责任人）进

行生存环境管理、树体养护和复壮时，应制定技术方案，

报专家组技术审定并经当地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同意

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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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护管理责任

4.1 管理部门

4.1.1 行政主管部门

各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为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古

树名木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古树名木的保

护和管理工作。

4.1.2 行政主管部门职责

（1）县（区）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要全面普查

本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资源，经认定后，及时建档立卡，

登记造册。

（2）地级及以上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要将本行政

区域内的城市古树名木资源信息汇总后上报省级城市园

林绿化主管部门。

（3）县（区）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组

织对古树名木进行定期检查，落实日常保护管理责任。

（4）发现古树名木生长有异常或者环境状况影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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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名木生长的，县（区）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

先行采取抢救措施，并向上一级主管部门报告。

（5）其他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有关职责。

4.1.3 迁移许可

（1）因特殊原因确需移植古树名木的，按照下列规

定向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移植特级、一级保护古树和名木的，向省级城市园

林绿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其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

政府批准；

移植二级保护古树的，向市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

门提出申请，经其审查并报市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报省

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批准；

移植三级保护古树的，向市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

部门提出申请，经其审查同意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

准。

（2）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对移植古树名木的申

请，必须严格按照古树名木保护有关法规要求，组织专

家论证会、举行市民听证会，并向社会公示。

（3）同意迁移的古树名木，申请单位必须编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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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迁移方案，经专家论证同意后，作为申报材料逐级上

报。

4.2 养护责任人

4.2.1 养护责任人确定

（1）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用地

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所在单位负责养护；

（2）铁路、公路两旁，河堤两岸，水库周围等地的

古树名木，由铁路、公路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负责养护；

（3）城市住宅小区、居民院落的古树名木，由所有

权人负责养护，所有权人可以委托物业管理公司或者专

业机构养护；

（4）城市街巷、绿地、公园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用地

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单位负责养护；

（5）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的古树名木，由其管理

机构负责养护；

（6）文物保护单位、宗教活动场所用地范围内的古

树名木，由其管理单位负责养护；

（7）农村集体所有的古树名木，由村民委员会或者

村民小组负责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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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承包土地上的古树名木，由承包人负责养护；

（9）个（私）人所有的古树名木，由个人负责养护。

4.2.2 养护责任人职责

负责古树名木的日常巡查、养护，做好浇水、松土

等日常养护工作，并防止古树名木的人为损害。

4.3 养护专业机构

4.3.1 绿化专业单位

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所属园林绿化单位，应当无偿

为养护责任人提供养护知识、技术咨询等服务，根据工作

需要对古树名木进行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等专业养护。

4.3.2 社会养护机构

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鼓励引导社会企业，开展

古树名木保护相关的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等科研活动，

开展病虫害防治、肥水管理、树势恢复等养护服务。

4.4 社会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古树名木的义务，有权制

止和举报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发现古树名木有异常情

况、有影响古树名木生长的，应立即向所在地的城市园

林绿化主管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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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学技术支撑

5.1 成立专家团队

各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选聘林业、土壤学、

生态学、森保学、植物生理学等领域权威专家学者，成

立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专家组。

西安市宜成立 7 人以上的专家组，其他地级城市宜

成立 5 人以上的专家组，各县（区）宜成立 3 人以上的

专家组。

5.2 专家组职责

开展技术攻关，研究破解古树名木保护、救护和复

壮等难点问题，在学术研究、教学、科研及一线实践中

随时向当地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建言献策，为本区域

古树名木鉴定、保护管理、方案论证、标准规范制定、

人员培训、科学决策等提供技术支撑。

5.3 专家组行为

5.3.1 鉴定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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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各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对城市范围内古树名

木进行鉴定确认。

5.3.2 技术服务

协助各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及古树名木日常

养护机构、养护责任人做好树体养护和复壮工作，为

古树名木问诊把脉。

5.3.3 定期研判

协助本地区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定期开展古树

名木保护管理工作研判。对特级、一级古树名木，每

年研判一次，其他的每两年至少开展一次。

5.3.4 培训教育

协助本地区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对古树名木日

常养护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园林绿化有关机构技术人员，

开展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方面的技术培训，普及古树名木

保护知识，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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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档立卡

6.1 普查

6.1.1 普查频次

全省城市古树名木资源每五年普查一次，对古树名

木生长、存活情况进行更新。

6.1.2 普查职责

县（区）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按照《古树名木

普查技术规范》，定期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古树名木资

源进行普查，登记造册，及时上报市级城市园林绿化主

管部门。

市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将本行政区域普查成果

汇总后，报省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和省绿化委员会

备案。

6.2 调查

6.2.1 现有古树名木调查

县（区）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对所辖范围内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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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树名木，开展调查登记，重点调查其生长势、养护

管理情况、具体责任人和立地条件等内容。

6.2.2 拟增古树名木鉴定

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专家组应按照有关鉴定规范，采

取实地踏勘、调查咨询等方式对新增或拟增的古树名木

进行鉴定。

6.2.3 古树名木调查

重点对树木的种类、数量、位置、生长状况、立地

条件、保护措施现状等信息进行登记，根据实际情况填

写古树名木调查表。（详见附表 1 古树名木调查表）

6.3 台账登记

各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建立年报制度。对每一

株城市古树名木的日常养护、生长动态、周边环境、体

检评估等情况，建立信息档案，实施挂牌保护。每年更

新古树名木台账，并汇总成册，建立数字化管理体系，

确保古树名木管理工作有记录、管理可追溯、过程有监

控。（详见附表 2 古树名木树种鉴定表、附表 3 市（县、

区）古树名木分类株数统计表、附表 4 市（县、区）分

树种株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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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悬挂保护牌

对于已经鉴定确认，并报省绿化委员会备案的古树

名木应设立标志，制定悬挂统一保护牌。古树名木保护

牌应当标明古树或名木的中文名称、学名、科属、树龄、

保护级别、编号、养护责任单位或责任人等内容。

6.5 动态监管

6.5.1 死亡的古树名木

（1）古树名木死亡的，养护责任人应当及时报告县

（区）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县（区）级城市园林

绿化主管部门按照管理级别报有管辖权的园林绿化主管

部门，由其在五个工作日内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确认，

查明原因和责任后注销档案，处理结果应及时上报省级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并报本级绿化委员会备案。

（2）具有景观、文化、历史等特殊价值的古树名木

死亡，经县（区）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确认后，由

其采取措施处理后予以保留。

（3）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理未经城市园林绿化主

管部门确认死亡的古树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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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移植的古树名木

（1）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办理古树名木移植许可。

确需移植的古树名木，由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组织专

家，制定移植技术方案，现场指导移植工作，定期检查

移植管护情况，保证移植成活。

（2）移植古树名木时，移出地与移入地的城市园林

绿化主管部门应当办理移植登记，变更养护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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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测检查

7.1 目的

对古树名木开展监测检查工作，如发现古树名木遭

受损害、生长异常等情况或接到相关报告后，应制定“一

树一策”保护方案，在专家指导下实施抢救和复壮。

7.2 科学监测

7.2.1 精细监测

对于实施特级和其他需要重点保护的古树名木，应

采用智能化手段对古树名木进行监测，重点对立地条件、

土壤情况、生存环境等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和预警，为古

树名木的日常管护提供数据支撑，使保护管理工作更加

科学化、精准化。

7.2.2 视频监控

应为实施特级、一级和其他需要重点保护的古树名

木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实现 24 小时全天候监控和可追溯

保护，防止自然因素和人为破坏对古树名木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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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检查巡查

7.3.1 定期检查

县（区）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对实施特级、一

级保护的古树和名木，每半年检查一次；对实施二级、

三级保护的古树，每年检查一次。

发现古树名木生长有异常或者环境状况影响古树名

木生长的，应当先行采取抢救措施，并向上一级城市园

林绿化主管部门报告。

7.3.2 日常巡查

（1）养护责任人应加强古树名木的日常巡查，及时

了解和掌握古树名木的生长和健康状况。

（2）突发自然灾害或人为因素影响古树名木正常生

长或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及时了解树木状况，及时处置

上报。

7.3.3 检查巡查内容

（1）生长势。古树名木的生长势分为健康、亚健康、

衰弱、濒危、枯死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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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3 古树名木生长情况分级

级别 生长势表现（状态） 叶面色泽 结果

1
生长健壮、枝繁叶茂、花

果喜人
正常 健康

2
生长良好、枝叶极端天气打

蔫、花果景观效果一般
叶色暗淡 亚健康

3
整株不精神、个别枝出现枯

萎。叶片大部下垂

叶幕出现大部

分枯黄
衰弱

4
树梢或部分枝条枯萎。正常叶

色不到一半

叶面由黄

转灰
濒危

5
大部分或整株干枯。无生命

特征

叶片脱落呈深

褐色
枯死

（2）环境状况。检查土壤、空气、水文、光照等自

然条件，巡查古树名木生长保护范围内环境情况。

（3）有害生物。检查有害生物种类、数量、发生时

间、危害程度，分析评估其危害情况。

（4）安全隐患。检查古树名木树体及周边环境，对

存在火灾、水涝和雷击等安全隐患的或存在枯死枝干、

倾斜的古树名木，应及时上报并作进一步处置，排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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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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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存环境管理

8.1 生存环境

古树名木生存环境，是指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直

接或间接影响古树名木生长发育的各种环境因素的总

和。生存环境管理包括对古树名木的土、肥、水生长需

要的自然环境、树体周边的环境管理。

8.2 土、肥、水管理

8.2.1 土壤管理

古树名木所在地土壤应能够满足正常生长发育，严

禁使用建筑垃圾土、市政工程施工未熟化心土、人工土

层、工矿污染土等不利于古树名木生长健康的土壤。

在古树名木生长保护范围内严禁出现非通透性硬化

地面、挖坑取土、堆放和倾倒垃圾、有毒、有害物品等

行为，避免对古树名木生长土壤及环境造成影响。

8.2.2 施肥管理

古树名木施肥管理应在施肥前进行土壤检测和叶片

的营养诊断，确认具体施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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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壤施肥：树木缺乏营养时，应以土壤施肥为

主；应在休眠季节，距离根茎一定距离采用放射沟或穴

施的方式进行；以充分腐熟的有机肥为主，配合适量多

元缓释复合肥、氨基酸螯合液肥以及功能型缓释肥等；

遇有密实土壤、不透气硬质铺装等不利因素时，应先改

土后施肥；宜选用长效肥，每年施一次。

（2）叶面施肥：在生长季节通过土壤施肥无法满足

树木正常生长需要时，应根据叶片缺素症状选择有针对

性的叶片肥均匀喷施叶片正反面；施肥次数应以达到叶

片恢复基本正常为宜；施肥时间应选择晴天或者下午，

不应在炎热中午进行。

8.2.3 水分管理

古树名木的水分管理分为补水管理和排水管理。

（1）补水管理：分为土壤浇水或叶面喷水。在土壤

干旱时适时进行浇水，并根据季节与当地气候适时浇灌

返青水和防冻水，土壤浇水范围应在树木多数吸收根分

布范围内进行。叶面喷水应在树木出现生理干旱时进行，

选择晴天的上午或者下午，避免在炎热中午进行，选择

清洁水，使用雾化设施，均匀喷洒树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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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水管理：应避免地表积水对古树名木造成危

害，可利用地势径流或原有沟渠及时排出，也可铺设管

道排出，如果不能及时排出时宜挖渗水井并用抽泵机排

水。

8.3 周边环境管理

避免古树名木周边及林下空间的建（构）筑物、地

面铺装硬化、透水透气铺装、供热管沟等管线及植物对

古树名木树体及其生长造成影响及危害。

8.3.1 建（构）筑物

及时拆除古树名木周边影响其正常生长的违章建

（构）筑物和设施，属于历史遗留无法拆除的建（构）

筑物，应在改造时留足保护范围，为树木生长提供充足

光照和生长空间。

8.3.2 有害气体

控制或降低汽车尾气、工业废气、其他有毒有害气

体对古树名木的污染和侵害，防止影响古树名木生长势

及健康。

8.3.3 硬化地面

清除影响古树名木正常生长的硬化地面，以增加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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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通透性、养分和微生物，可改用通气透水性好的材料

进行铺装。全封闭的硬化地面应在古树名木生长保护范

围以外，受道路和房屋等限制的特殊地段应离树根不小

于 0.5m。

8.3.4 污染物和杂物

古树名木根系分布范围内，应控制和清理污染源和

杂物，保持环境卫生。不应设置临时厕所和排放污水的

渗沟，不应堆放污染和妨碍古树根系生长及土壤的杂物，

如粪尿、堆土、垃圾、废料、含融雪剂的雪水或污水等。

8.3.5 高大乔木

应及时移除古树名木周边没有保留价值或影响古

树名木正常生长的乔木等植物，满足古树名木正常所

需光照条件。对周边需要保留乔木朝向古树名木方向

的根系，应采取断根屏蔽措施，并修剪影响古树名木

采光的枝条。

8.3.6 树下植被

古树名木的林下植被应选择性保留。及时清除根系

发达与古树名木争夺土壤水肥的竹类、大型草本植物和

古树名木病原菌的转主寄生植物、寄生植物、藤本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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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他竞争能力较弱、影响较小的小型灌木植物或草

本植物可视情况选择保留。

8.4 保护设施

8.4.1 围栏保护

树冠下根系分布区易受踩踏、主干和枝条易受破坏

的古树名木都应设置围栏进行保护。可选用石质、木质、

不锈钢、铁质等材料并做防腐、防锈处理。

8.4.2 围栏要求

在根系裸露、枝干易受破坏或者人为活动频繁的古

树名木树干周边宜设置围栏。围栏宜设置在树冠垂直投

影外延 5m 以外，围栏高度宜大于 1.2m，围栏样式应与

树木的周边景观相协调。特殊立地条件无法达到此要求

的，以成年人摸不到树干、枝条为最低要求。

8.4.3 地面保护

对位于城市人行道、公园、风景名胜区等人流多、

踩踏严重的古树名木，应在树干周边铺设铁箅子或木栈

道，长和宽宜大于 2m。

地面保护空间不足的，应根据古树名木生长情况、

环境因素等，组织专家论证后建设合理地面保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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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病虫害防治及树冠整理

9.1 有害生物防治

9.1.1 防治原则

坚持“综合防治，预防为主”的原则，防治前应辨

别有害生物种类，掌握其生活史、发生规律及树体受害

症状；防治措施可采用生物、物理、化学等方法，以生

物防治为主；应抓住防治关键时机，做到科学、及时、

有效防治；化学防治应做到人、树及环境安全。

9.1.2 害虫防治

叶、花、果害虫和枝干、根部害虫防治应采用生物、

物理、化学防治方法。害虫防治措施应符合表 9.1.2 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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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2 害虫防治措施

危害部位 防治方法 防治措施

叶、花、果

生物防治
释放周氏啮小蜂、草蛉，施用生物农
药等措施

物理防治
捕杀幼虫、成虫，剪除有虫及虫卵的
枝条并集中销毁，摘除虫囊虫茧、挖
除虫蛹，采用灯光诱杀等措施

化学防治
选用溴氰菊酯乳油、灭幼脲、除虫脲
悬浮剂等药剂防治

枝干

生物防治
招引啄木鸟，释放管氏肿腿蜂、蒲螨、
麦蒲螨，施用芜菁夜蛾线虫、白僵菌、
石硫合剂等

物理防治

人工剪除有虫卵、虫瘿等被害枝条、
刮除树皮缝处卵块，人工捕杀成虫、
剔除幼虫，采用饵木诱杀、涂白剂、
灯光诱杀等措施

化学防治
采用毒扦、熏蒸、毒饵、药物涂抹、
注射、喷施，施用石硫合剂等措施。

根部

物理防治
采用诱虫灯，利用食饵、诱饵、人工
诱杀成虫和土壤施微生物肥和生物
活性有机肥等措施

化学防治 当地下害虫严重时，使用化学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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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病害防治

病害防治措施应符合表 9.1.3 的规定。

表 9.1.3 病害防治措施

危害部位 防治方法 防止措施

叶、花、果

物理防治 清除染病的叶、花、果

化学防治 在树冠喷施杀菌剂

枝干

物理防治
人工剪除病枝或刮除枝干病斑并集中

销毁

化学防治

采用农药灌根、药剂涂抹，入冬前在

枝干部涂抹石硫合剂，喷施波尔多液、

白涂剂等药剂

根部

生物防治
接种 K-84、E-26、菌根菌，土壤施微

生物肥和生物活性有机肥

物理防治 清除病残体，剪除侵染源，集中销毁

化学防治 采用杀菌剂或杀虫剂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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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有害动植物防治

有害动植物种类防治措施应符合表 9.1.4 的规定。

表 9.1.4 古树名木常见主要有害动植物种类的防治措施

类型 常见主要种类 防止措施

有害动物
蜗牛、鼠妇、

马陆、田鼠、

鼢鼠等

（1）利用生物天敌保护有益动物，

如鸮、鹰、隼等猛禽及黄鼬、艾虎

等鼬科动物

（2）人工采用捕鼠笼、夹。在防

治时应防止对有益动物和人畜的

伤害

（3）选用 8%灭蜗灵颗粒剂或 10%

多聚乙醛颗粒剂15克-30克/公顷、

90%敌百虫 1000 倍液、50%辛硫磷

乳油 1000 倍液、2.5%溴氰菊酯 3000

倍液喷洒防治；灭鼠选用大隆、溴

敌隆两种药剂

有害植物

菟丝子、薇甘

菊、桑寄生、

槲寄生、金钟

藤、其他竞争

性植物

铲除缠绕枝干或根系周边的有害

植物及土壤中残留的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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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树冠整理

9.2.1 树冠整理

（1）树冠整理应有利于古树名木的生长发育和景观

效果；有利于改善古树名木透光条件，增强树势，减少

病虫害发生；同时满足人、树安全，使树冠和周围环境

相协调。

（2）古树名木的树冠整理分为枝条整理和疏除

花果。

9.2.2 枝条整理

（1）应对枯枝、死杈和病虫害严重的枝条进行清除；

应对伤残、劈裂和折断的枝条进行处理；枝条生长与房

屋、架空电缆等发生矛盾时、应采取修剪等避让措施。

（2）损伤枝条应剪除受伤部分，枯死枝条应剪除死

亡部分，留茬长度 15mm-20mm；剪口应处理成光滑斜面，

活体截面涂伤口愈合剂，死体截面涂伤口防腐剂。

9.2.3 疏除花果

对开花、坐果过多已影响树势的古树名木应在初花

期采用高压水枪喷洗等方法进行疏花、在幼果期进行人

工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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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特殊情况

遇到极端天气，如强对流天气期间，依据制定的“一

树一策”方案，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修剪，最大化

减轻风压、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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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树体复壮

10.1 土壤改良

应根据土壤监测数据制定土壤改良方案，实施过程

中对根系采取保护措施，改良后土壤因子之间应达到适

宜、协调、平衡、增效，有助于树体复壮。

10.1.1 过度硬化处置

古树名木生长保护范围内，地面硬铺装面积超过

30%的，应根据实际情况，对硬质铺装进行改良，可铺设

透水透气砖、木栈道和铁箅子；也可布设复壮沟或通气

孔，改善土壤通气状况，数量根据环境而定；树池过小

时，可扩大或拆除树池。

10.1.2 污染土壤改良

（1）盐碱土壤改良要求：表层土壤被融雪盐等污染

时，应及时更换土壤；当盐水已渗入到土壤深层时，应

立即大水灌洗，保证土壤含盐量控制在 0.1％～0.2％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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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酸碱土壤改良要求：pH 值小于 5 的土壤应施

用生石灰进行中和；pH 值大于 8 的土壤应施用硫酸亚铁

或硫磺粉进行中和；土壤 pH 值应调整到 5～8 范围内，

对 pH 值有特殊要求的树木另行确定。

（3）渗滤液土壤改良要求：应及时挖深沟并用大水

冲洗，排出土壤内浓度过大的有机滤液。

（4）改良换土要求：应保护根系，对直径大于 5mm

的根系应用湿麻袋片包裹，然后用干净的土壤回填。

10.2 树体损伤处理

树体损伤处理包括活组织处理、死组织处理和受损

株处理。

10.2.1 活组织处理

古树名木活组织处理应包括树木皮、根系和树体倒

伏损伤处理。

（1）木皮损伤处理应先清理伤口、消毒，然后涂抹

伤口愈合剂，最后用消毒麻袋片包扎伤口。

（2）根系损伤处理应修剪伤根、劈根、腐烂根，做

到切口平整，并及时施用生根剂和杀菌剂；应调节土壤

水、肥、气、温度及 pH 值，增加有益菌，促进伤口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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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根萌发；根系自然老化的，可采用幼树桥接法，利

用幼树根系促进古树体内的水分和养分的吸收，从而达

到古树复壮目的。

（3）树体倒伏损伤处理前应先进行诊断，对于能成

活的树木，应先将受伤枝干锯成斜断面，然后对断面进

行消毒，涂抹伤口愈合剂，倒伏树体宜根据损伤恢复情

况分 2 次—3 次扶正。

（4）活组织损伤处经处理后，应每年进行检查，出

现问题应按原技术进行处理，直至伤口全部愈合为止。

10.2.2 死亡组织处理

应清理损伤处表面的残渣、腐烂物，并进行防腐消

毒；表面凹陷、裂缝等易存水或渗水处应用胶填充修补；

若表面色差较大，应采取措施调成与木质相似的颜色；

表面风干后，应刷桐油形成保护层。

10.2.3 受损株处理

对受损伤的正常或衰弱株可采取树干输液。应根据

树木生长势、胸径，选择树体输导组织正常的部位，选

用含有多糖、氨基酸、氮磷钾、微量元素、生物酶、植

物激素等成分的营养液进行输液；输液次数应以达到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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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恢复基本正常为宜；输液结束应对针孔进行消毒、使

用伤口愈合剂。

10.3 树洞修补

古树名木因各种原因造成的伤口长久不愈合，长期

外露的木质部受雨水浸渍，逐渐腐烂形成树洞，可能直

接危害树体生长和健康，需要及时对古树名木出现的树

洞进行修补。

10.3.1 确定方案

应邀请古树名木专家对树体进行诊断，制定修补方

案。树洞修补应包括堵洞修补和洞壁修补。对洞内腐朽

物质湿度大、不通风、水分不易排出的树木应进行堵洞

修补。对树体多洞或树洞开裂、干燥、通风良好的树木

应进行洞壁修补。

10.3.2 修补方法

（1）堵洞修补应使用已消毒的工具将洞内腐烂物清

除至洞壁硬层；树洞过深时，应在洞底处打洞，洞孔规

格应有利于将树洞腐烂物清除；清理后，应使洞壁达到

自然干燥状态，用杀虫剂和杀菌剂对洞壁进行处理，并

应喷伤口愈合剂和防腐剂，风干后，涂抹熟桐油；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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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设龙骨以作固定支撑。

（2）洞壁修补应在洞壁清理时，去除残渣并在凹陷

处留有排水孔，然后涂抹杀菌剂和防腐剂；待洞壁干操，

在其表面应刷熟桐油，使其表面均匀自然；树洞开裂木

质腐烂到地表以下时，应将腐烂物清除，在洞壁涂防腐

剂，然后在地表以下应填土压实，高出地面 1m；树干不

稳固时，应采取内外加固措施。

（3）对洞内腐朽物质湿度大、不通风、水分不易排

出的树木应进行堵洞修补；树洞封口及造型应用铁丝网、

无纺布封堵洞口，无纺布上应涂一层防水胶，选用干燥

硬质木料制作成原树干外形，与无纺布粘牢；粘接时应

为封缝和树皮仿真预留一定空间；树皮仿真技术应符合

国家技术规范。

10.3.3 后期维护

树洞修补后应保持树体坚固、安全、美观，并与周

边环境相协调。修补后应每年检查一次，并对通气孔进

行检查，防止堵塞；洞边封缝处一旦发现裂缝应进行修

补；仿真树皮有开裂现象应及时进行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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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树体加固支撑

10.4.1 确定方案

为使结构脆弱的树体或移植树木能够快速复壮，应

根据树体主干和主枝倾斜程度、隐蔽树洞情况制定树体

加固方案。

10.4.2 支撑方式

应包括硬支撑、软支撑、活体支撑、铁箍加固和螺

纹杆加固。主干或主枝倾斜度大，有发生倒伏的倾向时，

应采取硬支撑；当主干或主枝倾斜度小，附近有附着物

的情况应采用软支撑；条件满足时可采用同一树种进行

活体支撑；主干或主枝破损、劈裂、有断裂倾向的树木，

应采用铁箍或螺纹杆加固。

10.4.3 后期维护

应定期检查支撑设施，当支撑设施出现问题或当树

木生长造成支撑设施挤压树皮时，应及时进行调整、维

修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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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安全保护

11.1 总体要求

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与养护责任人签订养护责任

书，养护责任人按照责任书要求履行古树名木养护管理

职责，保护好古树名木安全，对造成古树名木损害的，

按照养护责任书的约定承担相应责任。特级、一级古树

及城市名木可组建或聘请专业队伍进行养护。

11.2 防火

11.2.1 防火设施

古树名木周边应设置防火标识，配备防火设备。养

护责任人负责定期对消防设施进行检修维护。

11.2.2 检查巡查

养护责任人定期对古树名木周边环境进行检查，及

时修剪干枯枝，在古树名木生长保护范围内禁止动用明

火、堆放易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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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特殊场所管理

严格监管古树名木周边祭祀活动，城市园林绿化主

管部门及养护责任人负责宣传引导文明祭祀，清明、元

宵节等节日祭祀期间，加强古树名木养护巡查。宗教活

动场所、陵园内的古树名木周边应合理规划布置消防设

施，祭祀活动远离古树名木。

11.3 防雷

11.3.1 防护重点

位于空旷处、水陆交界处或周边无高层建筑物等存

在雷击隐患的古树名木以及树体高大的古树名木应安装

避雷设施。

11.3.2 防雷设施要求

古树名木的防雷设计安装，应尽可能减少对树体和

根系的影响，远离主根系。接地装置的埋设深度不应低

于 1m，不影响行人的正常活动。

11.3.3 雷灾处置

对遭受过雷击、树干存在裂缝或枝体受损的古树名

木，应先进行恢复性抢救，填平封堵后，再进行防雷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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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防其他自然灾害

11.4.1 水灾预防保护

对位于河道、池塘边的古树名木，应设置石驳、木

桩和植物砌筑生态驳岸保护，发生水灾及时排水。

11.4.2 冻害雪灾预防保护

对易受冻害和复壮期的古树名木，应采取在其根颈

部盖草包、覆土或搭建棚架进行保护。及时清理古树名

木周边积雪，不可在古树名木生长保护范围使用融雪剂

和清雪机械。

11.4.3 风灾的预防保护

对树干腐朽或树冠庞大易倒伏的树体应提前进行树

体加固，必要时设置风障。

11.5 防损害破坏

11.5.1 禁止行为

在古树名木周边设立标识牌，禁止在古树名木上刻

画钉钉、剥皮挖根、攀爬折枝、缠绕悬挂物或将古树名

木作为支撑物。不得在古树名木上栓挂祈福带，不得在

古树名木周围焚香烧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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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 生存环境保护

在古树名木生长范围内，严禁各种破坏土壤、空气、

采光等影响树木生存环境的行为。

11.5.3 处置要求

对影响和危害古树名木生长的生产生活设施，由城

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或个人限期整改，消

除对古树名木生长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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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化传承

12.1 文化内涵

古树名木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文物也是文

化，连接着历史和未来、贯通自然和人文，是源远流长、

从未中断的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鲜活依据，承载着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永续传承的文化根脉、文化自信，也凝结

着人们寻根溯源、记忆乡愁、凝心铸魂的共同民族情感

记忆，是中华民族精神标识。

12.2 挖掘传承历史文化

各级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要结合城市更新，探索开展

古树名木口袋公园、古树小区、古树社区、古树街巷、

古树校园等试点建设，打造城市古树名木文化景观体系。

按照树形最美、树龄最大等标准，开展最美城市古树评

选活动。深入挖掘古树的生态、文化、旅游价值，讲好

故事，组织开展城市古树名木认养活动，让古树“活”

起来，不断强化古树名木资源在有效利用中作为城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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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标识和人们时代记忆的载体作用。

12.3 科普宣传植物文化

各级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要结合古树名木的种类、生

长历史、生活特性、长势特点、观赏特色等，从植物生

理学、生态学等角度，科普宣传古树名木与城市相伴相

生的植物文化、种植文化、欣赏价值和科学价值。

12.4 古树名木志

各级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要建立本地区城市古树名木

志，详细记录古树名木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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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保障措施

13.1 财政保障

县（区）级以上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将城市古树名

木所需的日常保护管理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古

树名木养护激励机制，根据古树名木等级、养护状况、

费用支出等情况给予养护责任人适当养护补助。

13.2 签订责任书

各市（区）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层层签订城市古树

名木保护管理责任书，将监管责任和养护责任落实到具

体单位和个人。

13.3 义务植树尽责

将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纳入全民履行植树义务的

尽责形式，设定古树名木保护、养护、复壮等定向基金。

13.4 社会筹集

鼓励社会各界、社团组织和个人通过认捐、认养等

多种形式参与古树名木保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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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 1 古树名木调查表

古树名木调查表

古树编号 县（市、区）： 调查顺序号：

树 种
中文名： 别名：

拉丁名： 科 ： 属：

位置

乡镇（办事处）： 村（居委会）： 小地名：

生长场所： ①远郊野外； ②乡村街道 ；③城区； ④历史文化街区; ⑤风景名胜古迹区

纵坐标： 横坐标：

特点 ①散生； ②群状 权属 ①国有；②集体；③个人；④其他

特征代码

树龄 真实树龄： 年 估测树龄： 年

古树等级 ①特级；②一级；③二级；④三级 树高： 米 胸径： 厘米

冠幅 平均： 平方米 东西： 米 南北： 米

立地条件 海拔： 坡向： 坡度： 度 坡位： 部 土壤类型：

生长势 ①健康 ②亚健康 ③衰弱 ④濒危 ⑤枯死
生长

环境
①好 ②中 ③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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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长

环境因素

新增古树名

木原因
①树龄增长； ②遗漏树木； ③异地移植

古树历史

（限 300 字）

管护单位

（个人）
管护人

树木特殊

状况描述

树种鉴定

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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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保护

现状
①护栏；②支撑；③封堵树洞；④砌树池；⑤包树箍；⑥树池透气铺装；⑦避雷针；⑧其它

养护复壮

现状
① 复壮沟；②渗井；③通气管；④幼树靠接；⑤土壤改良；⑥叶面施肥；⑦其它

照片及说明

调查人：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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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 2 古树名木树种鉴定表

古树名木树种鉴定表

标
本
采
集
记
载

标本产地 乡镇（办事处）： 村（居委会）：

调查号

采集人 采集日期 年 月 日

标本部位打“√”表示 枝 叶 花 果

原

处

理

记

载

鉴定否打“√”表示 鉴定人 职称

县 地 日期 中文名

拉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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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记录

鉴

定

结

果

中文名 科 属

拉丁名

主

要

识

别

特

征

鉴定人 职称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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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 3 市（县、区）古树名木分类株数统计表

市（县、区）古树名木分类株数统计表

市
(县、
区)

总

计

古树名木 区域 权属 生长势 生长场所 生长环境

合计 计
一

级

二

级

名

木
计

城

市

农

村
计

国

有

集

体

个

人
计

健

康

亚

健

康

衰

弱

濒

危

枯

死
计

远

郊

野

外

乡

村

街

道

城

区

风
景
名
胜
古
迹
区

计
良

好
差

较

差

填表人：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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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 4 市（县、区）分树种株数统计表

市（县、区）分树种株数统计表

市（县、区） 合计 科 属 种 树种 1 树种 2 树种 3 树种 4 树种 5

备注：树种 1－5 是指古树名木数量排在前五位的的古树名木。

填表人：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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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 5 城市古树名木信息统计表

城市古树名木信息统计表

序号
古树名木

编号

名称 位置
树龄

（年）
等级

管护

责任单位

管护

责任人中文名 俗名
县

（区、市）

镇

（街道）

村

（居委会）

1

2

3

4

5

.......

填表人：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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