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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档
分析“病情”，精准抢救
崂山风景区是青岛著名景点，景

区内有一级古树 28株、二级古树50
株、三级古树155株。
7月28日，记者跟随古树医院工

作人员，来到崂山太清宫仪门，三棵高
大的黄杨树映入眼帘。根据悬挂的铭
牌记载显示，它们的树龄都在120多
年，为三级古树。在古树前，不少游客
在称赞它们的壮观，而在内行的古树
医生们看来，它们叶子泛黄、树干表皮
出现“树溃疡”，说明病害问题已经非
常严重。
古树医院院长张晓军带领多名技

术人员，用设备为黄杨树测试叶绿素
含量、土壤采样、胸围和冠幅测量，并
用无人机在高空进行观测。
张晓军用工具轻轻铲着一棵黄杨

树的树皮，“出现‘树溃疡’就像是人类
的皮肤溃疡病一样，树皮脱落下来会
影响到树木营养输送，从而导致树叶
泛黄。这三棵黄杨的问题，极有可能出
现在根部。”
在现场，古树医院专业人员依次

对三棵黄杨树进行根部检测，以树干
为中心绘制根系检测轨迹，背负检测
仪器沿着轨迹顺时针扫描，手持数据
接收设备通过无线电进行数据采集。
经过约半个小时，对三棵黄杨树的根
部扫描结束。“获得成像和数据后，就
能分析古树根部的分布和病害程度。
待分析报告出来后，分别建立档案、上
传数据，对它们进行精准化抢救复
壮。”张晓军介绍道。
目前，青岛市根据“ 141”工作

法，已经建立一所“青岛古树医院”、
提供四项古树诊疗服务、打造一套
古树管理方案。此外，青岛市园林和
林业局开发青岛市古树名木信息云
服务平台，对古树名木的资源数量、
种类、树龄、分布、生长状况土壤检
验、病虫害等情况进行核实认定和
登记造册，建立图文档案和电子信
息数据库，建立“古树地图”，智慧赋
能实现“一树一档”的数字化、可视
化、精准化管理。

>>>体检
一树一策，专项保护
根据“141”工作法，古树医生对

一级古树名木每年实施一次健康查
体，其他古树每两年实施一次健康查
体，建立综合评价制度，实施“一树一
策”专项保护。
汉柏凌霄位于崂山太清宫，是

青岛市现存最悠久的一棵古树，树
龄已 2150余年，为国家一级古树。
这棵柏树巍然耸立，顶部散布着橙
红色的凌霄花，与苍翠的汉柏融为
一体，甚是壮观。古树医生现场为其
进行精细化体检，并对其根部进行B
超检测。
“古树树龄越大，越容易有健康
问题，因此要定期进行体检，根据树
种、树龄、生长状态、生长环境等具
体情况，‘一树一策’采取保护措施。”
张晓军介绍，养护这棵古树的首要任
务是保证其存活，“通过体检可以准确
判断树木的健康状况，了解其是否存
在健康隐患，一旦发现问题会进行专
项救护。”
在太清宫三清殿，一棵树龄700

多年的侧柏高耸挺立，同样是国家一
级古树。树下还附生一棵凌霄树，树龄
也有百余年，凌霄从根部开始紧紧缠
绕着侧柏树枝干，钻入茂密的枝叶中。
“从初步目测来看，这棵侧柏长势
非常衰弱，长势旺盛的凌霄树会影响
到侧柏的正常生长。”张晓军经过对侧
柏和凌霄的初步检查，发现这棵侧柏
树亟需复壮，现场对侧柏树下的土壤
等进行取样，也进行了根部B超检测，
待技术分析得知具体原因后，将对其
进行抢救性复壮。
张晓军介绍，根据相关复壮技术

规程，对倾斜倒伏的古树名木，需要使
用生态型支架加固支撑扶正，确保整
体景观效果；对树干腐朽中空的古树
名木，需要注重除腐消毒、防腐处理，
封堵树洞，清除病虫害隐患；对长势弱
的古树实施根部换土，则需开挖复壮
沟、砌筑透气复壮井，增加根系吸收能
力，延长寿命等，针对古树名木不同问
题采取精准措施实施复壮。

今明两年，复壮300株古树名木
记者跟随古树医生保护“活化石”，青岛第一“寿星”做B超检测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孙兆慧

一株株古树沉淀着历史，一圈圈
年轮记录着岁月。古树名木素有“活化
石”之称，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
富。目前，青岛市共有登记在册古树名
木2575株，根据省绿委办最新普查认
定结果，其中一级古树86株、二级古
树291株、三级古树2162株、名木36
株、古树群16个（753株）。
近年来，青岛市高度重视古树名

木保护，对一级、二级古树开展大面积
保护复壮工作，把古树名木保护作为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重要举措，形成包含“一树一
档、一树一策、一树一芯、一树一景、一
树一文化”等内容的“十个一”运营机
制，让市民感受绿意、留住乡愁。

古树名木是承载文明记忆的“活化
石”。近年来，青岛市科学化、规范化开展
古树名木保护工作，一方面强化制度保
障，实施专项保护；另一方面完善政策机
制，落实管护责任。
青岛市园林和林业局多次修订《青

岛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2020年
依据《山东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再
次修订，落实养护管理责任制。自 2016
年起，青岛市财政每年投入专项资金用
于古树名木救治和复壮，打造“覆盖全过
程、全要素，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的古树
名木保护“青岛模式”。
青岛市园林和林业局通过走访了

解、现场测算等方式进行普查，对每一株
古树名木的树名、别名、树种、科属、树
龄、胸围和保护管理级别等基本情况进
行详细记录，包括树木栖身的位置等信
息，对古树的各个方位进行了拍照存档，
建立实现动态化保护和管理的地理信息
管理系统。
如今，特别是在风景旅游胜地，经常

见到一些树上挂有“古树名木”的铭牌，
悬挂着量身定制的“身份证”，上面标明
了树名、树种等典型数据，让游客们能一

目了然，纷纷感叹古树竟然也有健康档
案。同时，这些已经确认“身份”的古树名
木有专门负责人进行管护，明确管护责
任，实行“一树一人、精准管理”的常态化
管护模式。
据记者了解，2019年以来有350余

株濒危、衰弱的古树名木在实施复壮后
获得新生机，2023年～ 2024年计划复壮
生长势弱的古树名木300株。
青岛市还以古树名木资源为依托，

以保护古树名木及其自然生长环境为重
点，以公众游憩参观为主要功能，广泛听
取群众意见，不断探索建设古树公园。
针对胶州市大孟慈村24株树龄600

年的古柏树群，以保护为前提，在复壮的
基础上，以“松柏常青、枯树逢春”为主
题，建设休闲设施、文化景观墙等，打造
特色鲜明、环境优美、人文气息浓厚的村
庄古树公园，丰富村民精神世界，共享绿
色生态红利。
在古树医生“全面治疗”、科学复壮

历史城区古树的努力下，青岛的古树名
木日益苍翠茁壮，实现“推窗见绿，推门
入园”的美好愿景，让古树“活”起来，城
市“绿”起来。

■延伸 古树“活”起来，城市“绿”起来

7月28日，古树医院工作人员对太清宫仪门三棵黄杨树进行检测。（受访者提供）

7月 28日，位于太清宫仪门的古
树群，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赏。（受
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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