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 西 林 业 科 技　２０１５，（１）：１２４～１２６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１９

　作者简介：杨　芬（１９７４－），女，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师，主要从事野生植物保护、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等专业技术工作。

城固县古树名木现状调查及保护措施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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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详细调查，全面掌握县内古树名木分布及生长状况，根据古树名木生存现状，有针对性提出

保护管理措施，以期达到科学保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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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树 名 木 是 绿 色 文 物，活 化 石，是 历 史 的 见

证。古树多为乡土树种，它所处的位置、生存的空

间、展示的“体形”，都直接或间接地记录了当地地

理、气象、天文等大自然演变的历史信息。保护古

树名木，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保护祖先

留给我们和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城固县北踞秦

岭，南依巴山，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独特的

地理、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古树名木资源。据

调查，现存的古树名木具有历史悠久、种类繁多、

种质资源优良、分布范围广的特点。但受自然、人
为因 素 的 影 响，部 分 古 树 名 木 树 势 衰 弱、生 长 不

良，有的甚至处于几近濒危状态。笔者通过对全

县古树名木实地调查研究，提出建立古树名木档

案、夯实管护责任以及深沟施肥、矫正树势、改善

古树周围环境条件等保护管理技术措施，以求达

到保护管理科学化的目的。

１　资源分布状况

通过查阅古籍、走访询问、实 地 调 查 等 方 法，

对全县１１个镇１８个村古树名木进行调查，摸清

其生长位置、树龄、立地条件、树高、冠幅、胸围、生

长势、起源和人文习俗等，从表１中可以看出。
（１）分布株数。全县共有古树名木１７７株，分

属１１科１４属，其中古树群５处１５７株，分别为铁

杉古树群、侧柏古树群、干香柏古树群、黄连木古

树群和 糙 叶 树 古 树 群。散 生 分 布 的 古 树 名 木 有

２０株。（２）生 长 位 置。主 要 分 布 在 农 村，具 体 位

置大多集中在名胜古迹、庙宇、祠堂、村旁和地旁。
（３）形态特征。散生分布的古树名木主干较

低，冠幅较大而有偏冠现象，树干有的中空，有的

根系或树皮裸露，有的侧枝断裂，树身倾斜。古树

群则长势较好，冠幅适中。
（４）树种。裸子植物有３科４属１４８种，被子

植物有８科１０属２９种。其中古铁杉数量最多，

达１０９株。
（５）树龄。５００年以上的古树名木有１１８株，

占总株数的６６．７％，树龄在３００～４９９ａ的古树名

木有１８株，占总株数的１０％，树龄在１００～２９９ａ
古树名木有４１株，占总株数的２３．３％，树龄超过

千年的古树就有９株。
（６）生长状况。生长旺盛的有２７株，占 总 株

数的１５．３％，长势一般的有１４３株，占８０．８％，生



长状况较差的有６株，处于濒死状态的有１株。

表１　城固县古树名木分类株数统计表

科

１１

属

１４

树种

１５

拉丁

学名

合计

１７７

树

龄

保护

级别

生 长 状 况

旺盛 一般 较差 濒死

银杏科 银杏属 银杏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　 ２　 ２００ Ⅲ ２
银杏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　 １　 ２２００ Ⅰ １

松科 铁杉属 铁杉 Ｔｓｕｇ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９　 ６００ Ⅰ １０９
柏科 侧柏属 侧柏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２５　 ２０～１５０ Ⅲ ２５

柏木属 干香柏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　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ａｎａ　 ６　 ２２１６ Ⅰ ６
柏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　ｆｕｎｅｂｒｉｓ　 ５　 ３１０～４２０ Ⅱ ５

胡桃科 枫杨属 枫杨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ｓｔ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１　 １２０ Ⅲ １
大戟科 重阳木属 重阳木 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　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ａ ２　 １１０ Ⅲ ２

樟科 樟属 樟树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１　 １２０ Ⅲ １
茶科 茶属 茶树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　 ２７０ Ⅲ １

漆树科 黄连木属 黄连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７　 ２５０ Ⅲ ７
黄连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　 ４２０ Ⅱ １

榆科 青檀属 青檀 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１　 ３７００ Ⅰ １
朴属 朴树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　 ４５０ Ⅱ １

糙叶树属 糙叶树 Ａｐｈａｎａｎｔｈｅ　ａｓｐｅｒａ　 １１　 ３５０ Ⅱ １１
苏木科 皂荚属 皂荚树 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　 １３００ Ⅰ １
木樨科 木樨属 桂花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２　 １８０ Ⅲ ２

２　生长状况

（１）有 效 的 管 护 措 施 使 古 树 名 木 生 长 旺 盛。
在名胜古迹、县城政府机关院内的古树由于管护

措施得当，生长良好，没有明显的人为破坏现象。
（２）人为破坏致使古树生长不良。分布在庙

宇、祠堂，村寨附近的古树名木，由于群众对古树

名木的保护意识不足，随意在树旁堆垛柴草、倾倒

垃圾，或借用枝、杆做支撑物、施工架等进行生产

活动。一些村民将古树奉为“神树”，在树旁烧香

敬拜、在树身上披红挂彩，致使树体呼吸不畅，经

常受到烟熏火燎，生长不良。
（３）自然因素使树势不正、生长不良。古树年

代久远，树体庞大，历经岁月的风霜雪雨，遭受雷

击、大 风 等 极 端 恶 劣 天 气，致 使 部 分 古 树 侧 枝 断

裂，树身倾斜，树心中空，根部长期裸露，生长状况

欠佳。

３　保护管理措施

３．１　建立古树名木档案

全面系统地查清古树名木的资源分布和生长

状况。对全县古树名木进行摸底调查，统一登记、
鉴定、编号、造册、拍照存档，建立档案，设置保护

标志，确定保护级别，实行挂牌保护。对古树的生

长状况和保护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管理。

３．２　加强宣传，夯实管护责任

广泛宣传，增强群众的保护意识，调动全社会

力量，参与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制定《城固县古

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依法保护古树名木。夯实

管护责任人，实行专业养护部门和单位、个人共同

保护管理的措施。落实奖惩制度，对保护古树名

木有功者进行奖励，对管理不善致使古树受伤者，
以及擅自砍伐、移植古树名木等破坏行为，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严肃惩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多措并举，使古树名木得到有效的保护。

３．３　加大资金投入

古树名木保护是公益性事业，必须依 靠 全 社

会的力量。要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将古树

名木的保护资金纳入县、镇财政预算资金，使古树

的日常管理、防虫、施肥等措施能够及时实施。

３．４　突出重点，分类施治

在对县内古树名木采取定期、常规性 的 管 护

措施以外，针对部分生长状况较差、处于濒危状况

的古树采取更加具体的措施，分类施治，达到恢复

树势，枝繁叶茂的目的。

３．４．１　加强水肥管理，为树体提供充足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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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老庄镇朱家坎村古银杏。目前状况：此树

历史文化悠久，距今２　２００年，相传为明医扁鹊手

植。目前树 体 营 养 不 良，生 存 状 况 极 差，树 根 裸

露，仅靠北面一小枝发芽，处于濒危状态。
保护措施：深沟施肥，增加土 壤 养 分，促 使 萌

发新枝。在树干投影范围内，距树干５ｍ的垂直

方向开挖４０～６０ｃｍ宽、８０ｃｍ深的环状沟，内填

腐熟有机肥３００ｋｇ，硫酸亚铁５ｋｇ，分层施入，浇

透水。
（２）三合 镇 秦 家 坝 村 古 青 檀。目 前 状 况：距

今３　７００年，根部已空，原有主枝四个，其 中 三 个

侧枝已枯死，仅存一侧枝，树根裸露。
保护措施：对根系采取复壮 措 施。在 树 旁 挖

６０ｃｍ宽、８０ｃｍ深的坑，底部垫２０～３０ｃｍ厚的

青檀干树枝，然后撒入壳斗科植物的落叶，压实后

约覆土５ｃｍ，再将２ｋｇ腐熟的鸡粪和５倍土混合

后填入坑中踩实，最后用表层土填口。修建防护

围栏，内种植苜蓿、白三叶等豆科固氮植物，为青

檀树复壮提供丰富营养物质。

３．４．２　矫正树势，达到树势复壮的目的

（１）博望镇庙坡村古黄连木。目前状况：侧枝

损坏，树身倾斜，生长状况欠佳。
保护措施：加固树 干。清 除 劈 裂 枝、枯 死 枝，

伤口处涂抹愈合剂进行封堵和消毒。
（２）双溪镇西宫村古银杏。目前状况：侧枝损

伤，树心已空。
保护措施：对开裂的树皮和树洞进行 修 补 和

填充。先对树洞腐烂部位进行清除，然后对树洞

和干枯的树皮进行防腐处理。用水泥或混凝土作

为树洞的填充物。清除劈裂枝，伤口处涂抹愈合

剂进行封堵和消毒。
（３）沙河营镇梁家庵村古枫杨。目前状况：东

北方向侧枝已断，树身倾斜。树根部香蜡、树枝上

披挂之物较多。
保护措施：对树干进行支撑、拉攀，加固树干，

避免断裂、倒扶。清除影响古树生长的披挂之物。

３．４．３　改善古树周围环境条件，恢复树势

（１）三合镇秦家坝村古朴树。目前状况：距房

屋和院墙不 足２ｍ，枝 条 上 电 网 交 错，导 致 生 长

不佳。
保护措施：移除房屋，拆除院墙，建直 径３ｍ

的防护围栏。

（２）双溪镇双溪村古银杏。目前状况：古树以

东距离房 屋 不 足２ｍ，以 西 堆 集 杂 物 距 树 体 仅

１ｍ。存在偏冠现象。
保护措施：移除房屋，清除古树旁的杂物和垃

圾。对树干进 行 支 撑、拉 攀。建 直 径３ｍ的 防 护

围栏。

３．４．４　清除竞争植物，保证古树生长所需的营养

空间

（１）二里镇高北村古茶树。目前状况：生长于

厚朴、杉木等树木林冠下，光照条件差，侧枝干枯，
其它藤 本 植 物 缠 绕，影 响 树 体 呼 吸。病 虫 危 害

严重。
保护对策：移除古茶树树冠投影下的乔木、灌

木和杂草，清除树身上的缠绕植物，改善古茶树

的通 风 透 光 条 件，保 证 其 生 长 所 需 的 营 养 空 间。
加强病虫害防治。采用呋喃丹、灭菌药配合灌溉

进行消毒、杀菌和灭虫。
（２）老庄 镇 洞 阳 宫 古 铁 杉。目 前 状 况：共 有

１０９株，树龄长达６００ａ，胸径３０～８０ｃｍ。相传为

道教张三丰所植，树体高大雄伟，但林内郁闭度较

高达０．９，已严重影响了古树的通风透光性，其中

３株已遭病虫危害。
保护措施：适当伐除林内的油松、华山松等用

材树种，增加通风透光性。采集古铁杉优质种子，
进行人工繁育，扩大种群规模；加强病虫害防治，
使用内吸性农药、表皮涂抹毒药的方法对蛀干害

虫进行彻底消除。

４　结论

此次对全 县 古 树 名 木 分 布 及 生 长 状 况 的 调

查，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迅速采取措施，
加强对全县古树名木的建档保护工作，广泛宣传

古树 名 木 保 护 知 识，极 大 提 高 了 群 众 保 护 意 识。
同时，组织林业技术人员采取相应措施，对一些生

长状况较差、处于濒死状况的树种进行了复壮工

作，为今后的保护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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