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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

福田区 2024-2025年古树名木管养项目（古树修剪及复壮技术方

案）

二、建设单位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

三、项目背景

古树名木历经百年甚至千年沧桑，营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

丽佳境。茂盛的古树名木代表了一种“绿色文化”，为城市生态环境

增光添彩。古树名木是有生命力的“绿色古董”，它见证着深圳城市

文明的发展变迁。因此，在“实施古树名木保护提升行动”中，对古

树名木的生长及健康状况定期进行巡查与诊治，及时发现存在的问

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对保护古树名

木、保护城市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福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东临罗湖区，南临香港特别行政区，

西临南山区，北临龙华区。福田区是深圳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也是深圳市的交通枢纽和金融中心。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区，气候

温和、阳光充沛。4~9月为雨季，雨量占全年的 84%，多受锋面低槽、

热带气旋和季风低压影响，盛行偏东南风，湿热多雨。

四、项目目标

据资料统计，影响深圳的热带气旋（包括热带气旋外围环流和台

风槽）平均每年 4.4次，热带气旋给造成福田较大损失。由于福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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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古树存在树体高大、树冠广展且向四周侧生长的情况，导致树体

负担较重，枝条支撑力不足，在遭遇台风袭击时易发生树体断裂或倒

伏的情况，对古树以及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构成隐患。

为进一步保护古树，避免古树出现断裂或倒伏的情况，减少危及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件的发生，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组织

我司专业人员对福田区 77株古树进行细致排查，并对 8株古树制定

古树修剪及复壮技术方案。

五、项目必要性

（一）古树修剪必要性

1、增强古树抗逆性。合理利用疏枝和回缩短截两种修剪方法，

通过修剪可调整树势的强弱，促进新枝生长，提高树冠分布的均衡性，

加强古树的抗风性；

2、消除其潜在的安全隐患。古树在生长过程中，受环境和人为

因素影响，树冠易出现偏冠、枯枝。部分古树树冠下有道路等，古树

的侧枝、枯枝遇到大风天气容易折断，对路过行人、车辆构成安全隐

患；

3、均衡长势。因部分古树存在树冠偏冠、树冠不均衡，通过适

当修枝，可纠正树冠均衡长势，消除安全隐患；

4、改善透光条件，减少病虫害。古树在自然生长状态下，常出

现枝条密生、树冠郁闭的情况，内膛枝生长势弱，易滋生病虫害。通

过合适的整形修剪，保证树冠内通风透光，可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3

（二）牵引气根必要性

桑科榕属植物可通过牵引主干和侧枝上产生的须状不定根下地，

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养分，供给古树生长，恢复树势，同时可起到支

撑作用，作为古树的辅助支撑。

（三）埋设透气管必要性

福田区部分古树周围硬地化、土壤板结，使得古树根系长期处于

透气性极差的环境中，影响古树根系的呼吸作用，长此以往甚至会导

致古树逐渐衰败,亟需进行改善。

（四）土壤改良必要性

古树周围土壤板结等问题会影响古树根系的正常生长和发育，导

致吸收功能减弱，进而影响古树的生长和健康。通过土壤改良，可以

改善古树的生长环境，促进根系的恢复和新根的萌发，从而增强古树

的生长势，使其能够更好地抵抗病虫害和自然灾害，同时也有助于保

护古树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价值。

六、项目内容

福田区古树资源较为丰富，目前共有登记在册古树名木 77株，

共 11个树种，其主要以散生为主，部分古树生长在城区内，由于立

地环境、周边建筑物影响，导致古树偏冠、倾斜、枯枝明显等因素，

对周边居民、行人、车辆构成较大的安全隐患。对此，我公司组织专

业团队对每株古树进行走访、勘测，从古树地上、地下生长情况进行

了细致排查，发现 8株亟需保护的古树，按照一树一策要求，制定详

细的保护措施，为福田区古树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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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主要以古树修剪、复壮为主，及时排除古树安全隐患，

采取修剪、气根牵引、埋设透气管及土壤改良的措施，改善古树生长

环境，提高古树的整体抗逆性。

（一）对 6株古树进行修剪；

（二）对其余 2株古树采取埋设透气管、气根牵引、土壤改良的

复壮措施。

表 1 8株古树信息汇总表

序

号
古树编号 树种

胸围

（cm）

树高

（m）

平均冠幅

（m）
地址

1 4403040050360
0005 榕树 288 18.2 24.4 沙头街道下沙文化广场榕树亭旁

2 4403040050360
0006

斜叶

榕
645 13.1 18.7 沙头街道下沙东涌四路福神庙后

3 4403040090060
0025 榕树 465 12.3 16.1 华富街道田面应急管理服务站内

4 4403040010310
0033 榕树 306 12.3 21.7 南园街道滨河大道 3001-14号侧

前方

5 4403040010190
0036 榕树 430 13.2 19.7 南园街道沙埔头西村 35-1号前

6 4403040080060
0066 榕树 526 15.3 27.7 莲花街道报业大厦停车场旁晶报

大厦门口对面

7 4403040010310
0068 榕树 506 13.2 24.7 南园街道滨河大道 3001-11号侧

前方

8 4403040010310
0069 榕树 266 11.1 11.1 南园街道上步码头公交总站马路

对面

七、履行申报、审批、公示流程

按照《深圳园林树木修剪工作指引》（2022年修订版）第二章“2

修剪工作流程”的要求，履行申报、审批、公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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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编制依据

一、法律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三）《城市绿化条例》（2017年修订）；

（四）《古树名木保护条例》（2025年 3月 15日施行）；

（五）《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2023年修订）；

（六）《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2019年修订）。

二、技术标准及指引

（一）《城市古树名木养护和复壮工程技术规范》（GB/T51168

—2016）；

（二）《古树名木复壮技术规程》（LY/T 2494—2015）；

（三）《古树名木管养维护技术规范》（SZDB/Z 190—2016）；

（四）《古树名木管护技术规范（试行）》。

三、其它文件

（一）《深圳园林树木修剪工作指引》（2022年修订）；

（二）《深圳城市绿化树木修剪工作指引》（试行）；

（三）《深圳市福田区 2024-2025年古树名木管养项目》合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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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调查情况

一、调查概况

根据福田区 77株古树巡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福田区共有一级

古树 1株，二级古树 4株，三级古树 70株，名木 2株。为了有针对

性地开展大型修剪和复壮工作，2025年 5月 7日，福田管理局对辖区

内各街道征集需开展大型修剪及复壮古树对象，截止 5月 9日所有征

集信息已汇总完毕。

根据征集信息数据统计，本次共收到需处理古树 38株。由于项

目资金有限，根据轻重缓急原则，最终从中筛选出 6株亟需进行修剪

的古树。此外，位于莲花街道 44030400800600066号榕树因其枝叶茂

密、树冠宽广以及道路上方侧枝下垂，影响行车安全，存在安全隐患。

因此，将该株榕树纳入此次大型修剪内。

二、处理方式

（一）古树修剪（6株）

遵循“安全、规范修剪”的原则，在保障古树安全的前提下，分

别采取按树修剪，少修浅修，主次分明，均衡树势，结合通风采光和

平衡舒适等需要进行修剪，及时剪除不良枝条（不良枝条鉴别见附录

A），即病虫枝、枯枝、分蘖枝、干头枝、徒长枝、下垂枝、平行枝、

交叉枝、叉生枝、交叉枝、阴生枝、逆行枝、忌生枝等。结合现场实

际情况进行修剪。一般修剪顺序如下：

1、大枝修剪应防止枝重下落，采用三锯法（见附录 B）修剪，

不得撕裂树皮。第一锯在远离主干的枝条底部（即面向地面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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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锯切，第二锯在第一锯的剪口向外处从上方向下锯断枝条，第三

锯在枝领边缘锯除剩余枝柄。

2、在锯除枯桩或枯枝时，应在活组织的外侧锯断，注意不要伤

及活的愈伤组织；

3、在截除枝条前，应先用较粗的绳子将被截枝吊在高处的支撑

物上，同时在被截枝上系一根较细的辅绳，此绳不仅用于固定枝条，

还能通过人工控制其方向，使枝条在断落过程中能够定点、定向控制，

确保施工作业安全，避免对行人及物体造成损伤。

4、伤口的处理：对直径大于 2cm的剪口应进行消毒和保护处理，

防止水分、养分流失，防病虫侵蚀及滋生，并促使伤口快速愈合。针

对出现较大裂痕的情况，应涂抹伤口涂抹剂或环氧树脂，防止细菌和

真菌侵入伤口。

5、修剪后的树木应加强病虫害防治。

（二）气根牵引（2株）

为了使古树健康生长，提高树体稳固性，可在树冠上甄选漂浮的

气根进行气根牵引处理，保证牵引气根在后期发挥支撑功能。具体方

法如下：采用φ110mm 且表面设置有透气孔的 PVC 管作为牵引管包

裹气根，将牵引管一端垂直插入泥土中固定，从另一端回填合适高度

的营养基质土，并浇灌古树专用促根剂及水肥，诱导根系生长发育至

地下，提高古树的生长势。待气根落地形成木质化支撑根后，即可拆

除 PVC 管，使其形成新的吸收根和支柱根，促进古树树势恢复和树

体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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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埋设透气管（2株）

为给古树营造良好的根系生长空间，在征得项目管护单位同意

后，并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在古树树池外适当位置分别埋设 5条透气

管。具体施工流程如下：

（1）沿古树根系主要分布范围均匀埋设透气管，避开现有树根

集中区域，施工过程注意不能对根系造成损伤。

（2）透气管采用排水盲管材质，外包裹黑网，露出地面的用地

漏盖盖住。

（3）通过埋设透气管，以利于将新鲜空气输入古树根系分布土

层中，增加土壤透气性，给根部提供氧气，达到根系透气促进新根萌

发的效果。

（四）土壤改良（1株）

为给古树营造良好生长环境，提高根系的透气透水性，宜在不伤

害古树根系的情况下，对古树进行局部土壤改良。施工流程如下：

（1）人工适当清理表层局部板结土壤，清理深度约 10cm（根据

现场踏勘得知，古树根系主要分布在地下 10cm以下），随后对场地

进行杀菌消毒。

（2）回填复壮基质土（回填量约为 0.45m³：回填面积约 12.5㎡，

回填深度 10cm，沉降系数 0.7）时需根据古树生长习性进行配置，对

腐熟的有机肥（腐叶肥、草炭土、蚯蚓粪混配）与该地区干净、无污

染的原土按照 1：3的比例进行混配。

（3）回填土壤的厚度参照古树根颈处的土壤标高，避免露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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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埋，以覆盖古树原根颈部为宜。

（4）回填土壤后浇灌促根剂、腐植酸类肥料及高效液体肥，进

一步提高土壤肥力，调和土壤酸碱度，改善土壤理化性质，促进古树

根系生长，为古树提供足够的养分和水分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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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技术方案

一、大型修剪（防台风、排除安全隐患）

在防台风紧急排查工作中，为预防恶劣台风天气造成枝干折断、

断裂情况，排除安全隐患，在不破坏古树的整体景观和生长的基础上，

需对以下 6株古树的阴生枝、徒长枝、叉生枝、下垂枝、内樘枝、过

度延伸枝和枯枝等不良枝条进行适量修剪。古树修剪清单如下：

表 2 古树修剪清单

序

号
古树编号 树种 地址 备注

1 4403040050360
0005 榕树 沙头街道下沙文化广场榕树亭旁

修剪阴生枝、内樘枝、

下垂枝和过度延伸枝

2 4403040050360
0006 斜叶榕 沙头街道下沙东涌四路福神庙后

修剪阴生枝、内樘枝、

下垂枝和枯枝

3 4403040090060
0025 榕树 华富街道田面应急管理服务站内

修剪过度延伸枝、徒长

枝和阴生枝

4 4403040010310
0033 榕树 南园街道滨河大道 3001-14号侧前方

修剪下垂枝、阴生枝和

过度延伸枝

5 4403040010190
0036 榕树 南园街道沙埔头西村 35-1号前 对树冠进行疏剪

6 4403040080060
0066 榕树

莲花街道报业大厦停车场旁晶报大

厦门口对面

修剪阴生枝、叉生枝、

平行枝和过度延伸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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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头街道 44030400503600005号榕树

1.生长现状

该株古树位于沙头街道下沙文化广场榕树亭旁，树种为榕树

（Ficus microcarpa），桑科榕属乔木。树龄为 176年，属国家三级古

树。

经实地调查发现，目前该树枝叶茂密，冠幅较大，整体长势正常，

但树冠内有阴生枝、内樘枝、下垂枝和过度延伸枝等不良枝条。部分

枝条位于亭子上方，不仅对亭子结构造成压迫，还在亭子顶部生根，

加重了亭子的承重负担，威胁其结构安全。同时，不良枝条过多会导

致树冠通风透光性差，湿度升高，增加病虫害感染风险。此外，部分

不良枝条不仅存在折断坠落的安全隐患，还易导致古树重心偏移，进

一步增加古树倒伏的风险。为消除安全隐患，应及时剪除不良枝条。

整体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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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剪位置及示意图

整体修剪示意图

局部修剪示意图

局部修剪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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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沙头街道 44030400503600006号斜叶榕

1.生长现状

该株古树位于沙头街道下沙东涌四路福神庙后，树种为斜叶榕

（Ficus tinctoria），桑科榕属乔木。树龄为 126年，属国家三级古树。

经实地调查发现，目前该树枝叶茂密，冠幅较大大，整体长势正

常，但树冠内有阴生枝、内膛枝、下垂枝和枯枝等不良枝条。部分枝

条位于亭子上方和居民楼旁，不仅会导致树冠通风透光性差，湿度升

高，增加病虫害感染风险，还不利于树木枝叶的萌发，存在折断坠落

的安全隐患。为消除安全隐患，应及时剪除不良枝条。

整体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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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剪位置及示意图

整体修剪示意图

局部修剪示意图

局部修剪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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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富街道 44030400900600025号榕树

1.生长现状

该株古树位于华富街道田面应急管理服务站内，榕树（Ficus

microcarpa），桑科榕属乔木。树龄为 181年，属国家三级古树。

经实地调查发现，目前该树枝叶茂密，冠幅较大，整体长势正常，

但树冠内有过度延伸枝、徒长枝和阴生枝等不良枝条。部分枝条位于

道路上方和居民楼旁，对建筑造成压迫，威胁建筑结构安全。同时，

不良枝条过多会导致树冠通风透光性差，湿度升高，增加病虫害感染

风险。此外，部分不良枝条不仅存在折断坠落的安全隐患，还易导致

古树重心偏移，进一步增加古树倒伏的风险。为消除安全隐患，应及

时剪除不良枝条。

整体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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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剪位置及示意图

整体修剪示意图

局部修剪示意图

局部修剪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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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园街道 44030400103100033号榕树

1.生长现状

该株古树位于南园街道滨河大道 3001-14号侧前方，榕树（Ficus

microcarpa），桑科榕属乔木。树龄为 126年，属国家三级古树。

经实地调查发现，目前该树枝叶茂密，冠幅较大，整体长势正常。

但树冠内有下垂枝、阴生枝和过度延伸枝等不良枝条。枝条均位于道

路及停车场上方，且过多过密，不仅会导致树冠通风透光性差，湿度

升高，增加病虫害感染风险，还存在折断坠落的安全隐患。为消除安

全隐患，应及时剪除不良枝条。

整体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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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剪位置及示意图

整体修剪示意图

局部修剪示意图

局部修剪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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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园街道 44030400101900036号榕树

1.生长现状

该株古树位于南园街道沙埔头西村 35-1 号前，榕树（Ficus

microcarpa），桑科榕属乔木。树龄为 176年，属国家三级古树。

经实地调查发现，目前该树枝叶茂密，大分枝广展，树冠内有较

多气根下垂，整体长势正常，但古树树池较小，根系大部分裸露在外，

树冠内存在偏冠现象，主干及树冠内大分枝向道路一侧倾斜延伸，树

体稳固性较差，存在树体倒伏及枝条折断坠落的安全隐患。由于古树

位于道路旁，实施修建支撑等保护措施较为困难，为消除安全隐患，

应及时对分枝进行适当疏剪。

整体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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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地环境

2.修剪位置及示意图

整体修剪示意图

局部修剪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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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莲花街道 44030400800600066号榕树

1.生长现状

该株古树位于莲花街道报业大厦停车场旁晶报大厦门口对面，榕

树（Ficus microcarpa），桑科榕属乔木。树龄为 121年，属国家三级

古树。

经实地调查发现，目前该树枝叶茂密，冠幅较大，整体长势正常，

但树冠内有阴生枝、叉生枝、平行枝和过度延伸枝等不良枝条。大部

分枝条位于道路及停车场上方，且枝条过多过密，不仅会导致树冠通

风透光性差、湿度升高，增加病虫害感染风险，还存在枝条折断坠落

的安全隐患。为消除安全隐患，应及时剪除不良枝条。

整体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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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剪位置及示意图

整体修剪示意图

局部修剪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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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壮工作（气根牵引、埋设透气管）

位于南园街道的2株古树的立地环境一般，且存在土壤板结现象，

但气根生长繁茂。为进一步提高古树生长势及树体稳固性，可在不破

坏古树根系和气根的基础上，对该 2株古树进行气根牵引、埋设透气

管和土壤改良。古树复壮清单如下：

表 3 古树复壮清单

序

号
古树编号 树种 地址 备注

1 4403040010310
0068 榕树 南园街道滨河大道 3001-11号侧前方

1.气根牵引（2条）

2.埋设透气管（5条）

2 4403040010310
0069 榕树 南园街道上步码头公交总站马路对面

1.气根牵引（2条）

2.埋设透气管（5条）

3.土壤改良（12.5㎡）

（一）南园街道 44030400103100068号榕树

1.生长现状

该株古树位于南园街道滨河大道 3001-11号侧前方，树种为榕树

（Ficus microcarpa），桑科榕属乔木。树龄为 131年，属国家三级古

树。

经实地调查发现，目前该树枝叶茂密，冠幅较大，整体长势正常，

但现有树池狭小，树池内外土壤板结，树池外有硬地化铺装，立地环

境一般。

现有立地环境会导致古树根系水气交换不畅，可结合现场立地环

境，在树池外打透气孔，利于树木根系透水透气。日常水肥管理亦可

从透气孔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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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整体“头重脚轻”，树体稳固性较差，可在树冠内甄选气根

进行牵引处理，待气根落地后能对古树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提高树

体的稳固性，增强古树的抗风能力。

整体长势

立地环境

2.气根牵引（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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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根牵引位置示意图

3.埋设透气管（5条）

透气管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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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园街道 44030400103100069号榕树

1.生长现状

该株古树位于南园街道上步码头公交总站马路对面，树种为榕树

（Ficus microcarpa），桑科榕属乔木。树龄为 131年，属国家三级古

树。

经实地调查发现，目前古树枝叶茂密，冠幅大，整体长势正常，

但土壤存在板结现象，立地环境一般。

现有立地环境会导致古树根系水气交换不畅，可结合现场立地环

境，在古树树冠内打透气孔，利于树木根系透水透气。日常水肥管理

亦可从透气孔实施。

古树整体“头重脚轻”，树体稳固性较差，可在树冠内甄选气根

进行牵引处理，待气根落地后能对古树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提高树

体的稳固性，增强古树的抗风能力。

整体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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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地环境

2.气根牵引（2条）

气根牵引位置示意图

3.埋设透气管（5条）

透气管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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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壤改良（12.5㎡）

土壤局部改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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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施工组织及部署

一、施工组织设计（实施管理制度）

为实现项目工期和质量目标，我公司根据该项目的性质和特点实

行项目经理负责制，派具有丰富古树名木保护技术和经验的高级工程

师担任项目经理，并成立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部对本项目的人、财、

物按照项目施工管理的要求，实行统一组织、统一布置、统一计划、

统一协调、统一管理，并认真执行 ISO9001质量标准，充分发挥各职

能部门、各岗位人员的职能作用，认真履行管理职责，确保本项目质

量体系持续、有效的运行。

项目经理部为本项目的管理机构，下设：施工组、安质组、物资

设备组、资料组、应急支援组、售后服务组；另外成立专家组和财务

组，做到对该项目进行全程技术跟踪和专款专用。各组分工合作，负

责工程各项事宜。组织机构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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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项目投入人员表

序号 职务 姓名 职称 级别 专业

1 项目负责人 叶广荣 园林设计研究高级工程师 高级 园林

2 技术负责人 徐志平 风景园林研究高级工程师 高级 园林

3 施工组组长 龚志勤 风景园林工程师 中级 园林

4 施工组副组长 戴志权 风景园林施工工程师 中级 园林

5 资料组组长 凤秀娟 风景园林设计工程师 中级 园林

6 物资设备组组长 何世庆 园林助理工程师 初级 园林

7 施工组成员 邓水源 高级绿化工、森林病虫害防治员 高级 林业

8 施工组成员 朱焕文 风景园林施工助理工程师 初级 园林

9 施工组成员 高景豪 助理工程师 初级 园林

10 施工组成员 谭翰涓 助理工程师 初级 园林

11 资料组成员 张桂娜 助理工程师 初级 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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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文明管理制度

（一）安全文明目标

施工安全是关系到公司财产、业主利益和施工者生命安全的大

事，公司多年来一贯强调“安全第一、防护为主”的施工方针。本工

程施工安全目标：确保树木安全、确保施工无事故发生。

（二）安全文明施工保证体系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公司安全施工制度，

结合本项目特点，制定本项目的安全施工保证体系，加强安全防范意

识，杜绝安全事故。施工期间严格遵守国家、省、市有关施工安全以

及文明施工、深夜施工、环卫和城管等规定，必须确保施工安全和古

树的安全。同时协调好与其他单位、部门及周边居民关系，杜绝发生

因以上事情影响施工质量安全以及进度。本工程安全施工保证体系项

目经理为安全第一责任人，施工组负责人为施工直接责任人，安质组

人员为本项目专职安全员，有职有责，严格管理。安全体系如下图。

表 3-2 安全体系人员表

项目经理 叶广荣 安全第一责任人

施工组组长 龚志勤 施工组安全负责人

高空作业员 高景豪、邓水源、谭翰涓 施工安全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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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保障

本项目存在高空作业，高空作业必须由专业人员施工，严禁一般

作业人员违规进行高空作业。要建立安全生产管理网络，完善安全体

系，项目建设单位要与实施单位签订安全责任书，项目实施单位要与

各施工人员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开工前，对所有参加本工程的技术

人员、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组织学习《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此外，要设立专职安全人员，负责项目实施区的安全生产。同时，建

立定期和不定期的现场安全检查制度。

（四）安全措施

1、修剪工作人员必须接受岗前培训，每一种机械均应制定相应

的安全操作规程，并严格按规程操作。

2、在城市主、次干道、快速路上作业时，宜选择在非交通繁忙

时段和非人流高峰期进行，一般在 20:00到次日 6:00进行。

3、在供电、通讯线路附近作业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

触电，必要时应请相关部门协助配合。

4、修剪作业时，必须划定保护区域，安排专人指挥，保障行人

或车辆通行安全。

5、截除枝条前，采用绳子将被截枝吊在高处的支撑物上，同时

在被截枝上系一根较细的辅绳，使枝条在断落过程中能够定点、定向

控制，确保施工作业安全，避免对行人及物体造成损伤。

6、作业人员必须穿戴具有反光标志的背心、安全帽、防护镜等

防护用具，高空作业必须系安全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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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围蔽设施

（1）以树为主，以民众安全为主，开工前熟悉工程环境，划分

施工区域，采取围蔽保护，必须设置反光警示牌，作业人员必须披戴

具有反光标志的背心，可以减少安全隐患，减少施工现场对区域环境

的影响，确保施工区域的安全。特别是高空作业。

（2）教育施工人员爱护各类安全标志，不得损坏、涂面，安全

员要定期巡查，如妨碍作业必须经安质负责人批准才可拆除，操作完

成后马上恢复原状。

三、施工工期安排

具体进场作业时间根据施工单位沟通协调后安排进场，现计划暂

定全部工作内容于 2025年 9月 30日完成，其中修剪需在台风天来临

前完成。



34

第六章 应急方案

一、应急措施

1、24小时抢险电话：020-31233001

2、在接到紧急电话后，立即向应急救援小组汇报事故发生情况，

主要说明事故古树发生的时间、地点、现存状态及对周围环境造成的

损失等情况。

3、遇到紧急情况，全体职工应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主动积极

地投身到紧急情况的处理中去。各种设备、车辆、器材、物资等统一

调遣，各类人员必须坚决无条件服从组长和副组长的命令和安排，不

得拖延、推诿、阻碍紧急情况的处理。

4、处置应急事件时，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事情处理工作。根据事

故发生严重性，快速反应机制，邀请各领域专家作现场分析，最大限

度减少古树及周围环境的损失。

二、极端天气和特殊事件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措施

在夏季安全生产作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恶劣天气进行有效预防

和控制，保证人员、机械设备安全，避免因恶劣天气来袭引发的人员

意外，依据相关管理要求和作业现场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处置方案。

三、抢险处理预案

1、事故报告原则

事故发生后，及时向项目负责人汇报，由项目负责人逐级向上级

汇报。

2、统一指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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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或灾难发生后立即启动紧急预案，按照制定的方案快速有序

开展事故处理及抢险救援工作。

3、救人优先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切实把保护施工人员生命安全作为事故

处置的首要任务，有效防止和控制事故危害蔓延扩大，力所能及把事

故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4、抢救原则

（1）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开展自救，

互救工作。

（2）主要负责人要按照相关规定，迅速组织抢救。

（3）实施快速应急响应和快速处置原则，必须第一时间到达事

故发生地，项目经理也必须迅速到达。

四、人员意外预案及针对性应急措施

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切实把保护施工人员生命安全作为事故

处置的首要任务，有效防止和控制事故危害蔓延扩大，力所能及把事

故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如果发生人员意外，现场其他人员立即向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汇报

人员伤亡情况以及现场采取的急救措施情况，当事故进一步扩大出现

人员重伤、死亡时，由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在 1小时内向公司等上级主

管部门汇报事故信息，事件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事故发生单位名称、

地址、性质；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

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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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员临时补充预案

为避免因人力资源配置短缺对施工项目的正常开展、项目质量以

及验收期带来的影响，特针对可能出现的短缺因素制定以下应急预

案。

1、当下列情况发生时，本应急预案启动

（1）重大事故导致的缺员；

（2）群体性疾病导致的缺员；

（3）关键环节人员流失；

（4）高空作业人员流失；

（5）其它不可预见的原因导致的突发性缺员。

2、具体的应急措施

（1）针对该项目必须储备 1-3名多技能工随时顶岗。

（2）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经理原则上不能离岗，遇不可避免的情

况下临时出差、请假，或离职时，上一级管理者必须安排储备人员顶

岗，并将这一信息告知相关配合人员。

（3）如遇到群体性疾病导致的缺员时，项目经理必须及时向上

级管理部门发出紧急通知，让相关部门准备应急，调配储备技能工及

时到岗。

（4）在不影响项目最终效果和验收的情况下，紧急派遣专家前

往现场支援，提出紧急方案，和业主单位协调好后，合理优化调整工

序和工艺，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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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三锯法修剪

单手握持难以保持稳定，且直径大于 5cm的粗壮枝条，应采用三

锯法修剪。其修剪步骤如下：

1、先靠近枝干 10~15cm下方处由下而上锯入 1/3；

2、距第一步锯口 2.5cm处，由上而下锯除 2/3；

3、在侧枝桩的枝皮脊与枝领连线处，锯除残桩，锯口不得锯入

树枝的枝皮脊或枝领。

三锯法修剪粗壮枝条示意图及修剪切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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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不良枝条的鉴别

1、病虫枝：有病害或虫害危害严重，且采用药剂防治达不到预期效

果的枝条。

2、枯枝：腐烂、枯干的枝条。

3、分蘖枝：在树干基部或结构枝上所萌发的直立生长的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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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徒长枝：直立生长、节间长、枝芽不饱满、生长过于旺盛的枝条。

5、下垂枝：向下萌发生长的枝条或生长角度与其他枝条生长角度极

大的枝条；树木自身特性向下生长的枝条除外。

6、平行枝：在同一水平面平行生长的两个枝条。



40

7、交叉枝：相互交叉生长的两个枝条。

8、叉生枝：两个同等优势枝条中间萌生的枝条。

9、阴生枝：枝条外侧腋下萌生的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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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逆行枝：逆行生长的枝条。

11、忌生枝：向树冠中心生长的枝条。

12、干头枝：已修剪残留的枝柄上萌生新的枝芽，枝柄包含新萌发的

枝条称为干头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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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专家评审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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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专家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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