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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天古树 多样守护

核心阅读

古树名木，被誉为“绿色的国宝”“有生命的文物”，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近年来，我国各地

各部门全面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持续健全法规制度，深入推进打击整治专项行动，严格落实养护责任，科学实施抢

救复壮，创新宣传教育方式，切实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取得了明显成效。

记录树高、胸径、冠幅等基本信息，观察树体是否倾斜、根

系是否裸露以及叶片的新梢生长量……在北京房山区上方山兴

隆庵西侧的天然原生古树群落，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项目负责人许鹏飞开始对一株古树进行体检：“我们还在两

棵具有代表性的样树主干处，安装了监测器，监测植物树干液流

速度和液流量，评估古树的生长状况及其水分消耗。”

运用科技手段，为古树复壮提供有效方案

北京是名副其实的“古树之都”，现存古树名木 4 万余株。

其中，300 年树龄以上的古树有 6000 余株。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古树与树木健康研究所首席专

家王永格介绍，古树虽然具有长寿、抗性强等基因，但受树龄、

立地环境改变、气候、地质灾害、病虫害等因素影响，仍会生病

和死亡。有些古树整体外观完好、长势正常，但树干内部已经腐

烂中空。因此，及时、科学地进行体检，有助于古树保持健康生

长的状态。



常规的古树只需基础体检，重点古树名木还会利用专业仪器

进行精细化体检，尤其是进行树洞空腐检测、根系检测、叶绿素

检测，以确定树体在结构上的稳固程度和生理上的健康程度。

借助新技术、新设备而形成的“体检报告”，能为古树复壮

提供有效方案。而古树名木携带的宝贵基因，也需要借助科学手

段保存、传承下去。

王永格表示，近年来，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通过扦插、

嫁接和组培等方式，保留了近 150 株重要古树名木的活体克隆

苗，建立了古树种质资源保存圃，是目前我国保存古树数量最多

的基因资源圃。“未来，仍需精准体检、科学保护与基因保存技

术相结合，确保古树更加健康和长寿。”王永格说。

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普查范围内的

古树名木共计 508.19 万株，包括散生 122.13 万株和群状 386.06

万株。今年 4月，国家林草局启动“野生动植物和古树名木鉴定

技术及系统研发”应急揭榜挂帅项目。据了解，该项目计划利用

两年时间，研发具有高效、精准、权威和普适性特点的野生动植

物物种鉴别和古树名木树龄鉴定技术，显著提升野生动植物的识

别效率和古树名木树龄的鉴定精度，支撑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管理工作。

建立长效机制，提高古树名木管护水平



走进河南省新县香山湖管理区水塝村，一块蓝绿相间的新县

林长制公示牌映入眼帘，林长与副林长姓名、职责、监督电话、

山场森林资源概况一目了然。

“作为村级林长，我每天总会绕着林子转转，看看古树、排

查火患。”水塝村党支部书记韩新平介绍，村里的一山一坡、一

园一林都有专员专管，特别是 600 余棵古树名木更是一一挂牌、

责任到人。

古树保护非一朝一夕，关键要建立长效保护机制。近年来，

各地的古树名木管护工作，正迈向法治化、规范化、精准化的新

阶段。

广东省已完成对全省 828 株一级古树名木的视频监控摄像

头安装工作，视频实时监控，数据回传至省林业监测数据管理平

台进行展示，实现 24 小时全天候精准监控和可追溯保护。

湖南省将古树名木信息数据纳入林业大数据管理平台、国土

空间规划基础信息平台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

统，每株在册古树名木的等级、位置、健康状况等信息均清晰可

查。

浙江省将古银杏树保护纳入“微改造、精提升”重点工程，

破除 323 处影响古银杏树生长的硬化地面。

今年 9 月，全国古树名木智慧管理系统正式上线。全国绿化

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系统融合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和



补充调查最新数据，集合数据采集、项目管理、统计分析和多维

展示等多项功能，初步建成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一张图”，实现

动态、精准管理。

为加快推动古树名木保护立法，将中央决策部署以法律形式

予以贯彻落实，进一步规范古树名木保护工作，强化古树名木保

护法治保障，日前，国家林草局就《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草案）》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草案对古树名木的适用范围、定义、

分级保护、资源调查、养护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

将为古树名木保护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

探索新型模式，激发公众自觉保护意识

在位于陕西延安市黄陵县桥山镇的黄帝陵景区，一棵棵参天

古柏虬枝盘绕、葱郁苍劲。轩辕庙院内，被誉为“中华第一柏”

的黄帝手植柏，历经 5000 余年的风雨洗礼，依然冠盖蔽空，高

可凌霄。

古树名木，见证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也镌刻着当地人的

回忆与乡愁。

跟随湖北十堰竹溪县银杏村党支部书记黄朝树，记者来到村

东南面的香炉山坡上，一棵古香樟树伫立于此，甚是醒目。他掏

出手机，拍下树的照片，传给远在广西的陈德林、陈宗位父子。

“他们俩是这棵树的认养人。”黄朝树说，20 世纪 50 年代，

古樟曾因病虫害险些枯死。经过村民陈德林的悉心呵护，重新焕



发活力。几十年后，陈宗位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不仅请林

业专家把脉问诊，还自掏腰包修建了保脚岸和古樟亭，改善古樟

生长环境。

千年古樟，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得益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更

得益于陈氏父子等当地人的自觉管护。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古树主题公园、古树村庄等新型整体

保护模式，挖掘古树名木生态景观、历史文化、乡愁传承功能，

营造承载历史乡愁的古树名木与社区之间和谐共生的社会氛围。

黄帝手植柏、黄山迎客松、北京潭柘寺帝王树等入选 100 株

最美古树；蜀道翠云廊古柏群、林芝巨柏古树群、利川古水杉群

等入选 100 个最美古树群……今年的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

传周启动仪式上，“双百”古树推选结果公布，同时向全社会发

起保护古树名木的倡议，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各界争当古树

名木保护的“宣传者”“守卫者”和“践行者”。

“近年来，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每年举办全国古树名木保

护科普宣传周活动，旨在通过科普宣教、展览展示、现场交流等

多种形式，大力科普宣传保护知识和政策法规，深入挖掘古树名

木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讲好古树名木故事，让广大人民群众切

身感受古树之美，让保护古树名木成为全社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记者 董丝雨 常

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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