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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山东古树名木普查数据的基础上，根据分级标准及相关概念，将古树名木分为 ３ 个等级。 目前山东共有散

生古树名木７ ２４３ 株，其中属一级保护的古树有２ １３３ 株，属二级保护的古树有１ ９３１ 株，属三级保护的古树有３ １３３
株，属于名木的有 ４６ 株，古树群有 １８７ 个。 以具体古树名木为例，着重概述了山东古树名木的独特保护意义，并针

对古树名木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保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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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树名木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的见证，
作为绿色的活化石，鲜活的历史文物，它们标志着

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大自然和先辈馈赠于当代的一

笔宝贵财富，在现代城市、园林绿化和美化中不可

或缺［１］。 山东省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地方特

色鲜明，灿烂的古今文明和丰富的人文景观深刻隽

永［２］。 其古树名木是山东文化特色的极好点缀，是
山东的活文物。 它们记录着山东省沧桑悠久的历

史，承载着山东深厚的文化底蕴，见证着山东科技

文化的发展。 研究山东省古树名木资源状况，并提

出相应的保护对策，势在必行。

１　 古树名木概念

早在 １９６３ 年我国就提出划定古树名木标准：①
有纪念意义； ②树形奇特，有历史传说；③国内或世

界上稀有；④年代比较悠久。 同时要求“城市园林

部门，应当调查和系统整理名胜古迹和古树名木有

关历史资料，经过技术鉴定，分别建立档案” ［３］。
在广泛调查取证、搜集资料和征求专家意见的

基础上，原城乡建设部将古树规定为树龄在 １００ ａ
以上的树木，名木为国内外稀有的、具有历史价值、

纪念意义和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４］。 根据本省具

体情况，参考其他地区古树分级标准，将本省古树

名木划分为 ３ 个等级，即大于 ４９９ ａ 为国家一级保

护古树，３００—４９９ ａ 为国家二级保护古树，１００—２９９
ａ 为国家三级保护古树。

２　 山东省古树名木保护意义

２．１　 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考古学家说，“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活的古董”。
它是一个事件的证明，具有特殊纪念意义。 有些古树

名木流传着美丽的传说，像无棣县的唐代老枣树，相
传唐玄宗李隆基赴北海巡疆，走过齐燕边界的无棣

沟，拴马于枣树，并品尝其枣，食之甜香入脾，疲乏顿

消。 玄宗大喜，遂赞曰：“丛林塔影一望收，海市蜃楼

何须看。 此地必出正果，后唐中兴可待。”后来无棣真

出了一名扶国之才，官至宰相，从此这株枣树美名远

扬，被奉为“枣王”。 有些古树名木由名人所植或由

于名人得名，如台儿庄古城的香樟，由国民党荣誉主

席吴伯雄为纪念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成立所植；毛泽东

主席 ２ 次视察东郊人民公社，曾在王舍人大辛庄村柳

树下休息，与村民及村干部亲切交谈，村民感念领袖



的关怀，将此树誉为“幸福柳”。
２．２　 是名胜古迹中重要的风景线

园林专家说， “一棵古树就是一道靓丽的风

景”。 古树名木苍劲古雅，姿态奇特，具有极大地观

赏价值。 像济南孤山“夫妻柏”，２ 株树的树根裸露，
相互盘结，树枝交叉重叠，酷似一对恩恩爱爱的夫

妻；华阳宫古柏形似虬龙，苍劲浓郁参天，令人有高

深脱俗、神清气爽之感；泰山北天门索道站出口的

“迎宾松”，山崖潇洒，俊俏多姿。 它躬身向前，挥展

双臂，恰似一位好客的主人，热情地欢迎五湖四海

的宾朋；还有邹城的“双生柏”、长清“四世同堂”银
杏、青岛夏庄镇“长寿松”等，观赏价值都非常高，它
们把山东的山河装点得更加美丽多娇，让无数中外

游客流连忘返。
２．３　 是悠悠历史的重要见证

历史学家说，“一棵古树就是一部史书”。 我国

有周柏、秦桧、汉柏、隋梅、唐杏、唐樟之说，都是历

史的见证［４］。 孟庙碑林有 １ 株侧柏相传为宋朝宣

和三年建孟庙时所栽，距今已 ８９０ ａ，矗立在碑林中

与碑林一起成为历史发展的见证。 柳埠“九顶塔”
观音庙门前，有 ２ 株树龄在１ ２００ ａ多的粗壮高大的

古柏，人称“烟柏” “茶柏”。 据说“烟茶柏”的名字

来源于唐朝名将尉迟敬德来此地避难栽此树时的

动作状态，喝茶时栽下的称之为“茶柏”，吸烟时栽

下的则为“烟柏”。 嘉祥县卧龙山镇侧柏曾是抗日

战争时期抗战军民对敌斗争的信号树，如今树干上

遗留下的日伪刀疤斧痕仍清晰可见，它如实地记录

了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２．４　 是一种吉祥的象征，对现代城市树种规划具有

重要意义

　 　 古树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那就是一种吉祥的

象征，一种感情的寄托，因此受到人们的尊重。 汶

南镇有株侧柏，所在村中节丧皆来祭拜此树，树东

边 １００ ｍ 有一眼井，常年不枯，此古柏之根延伸井

中，人们饮用井水可治白喉等疾病。 据说山亭区的

千年银杏吸引了众多前来烧香的信徒，它像一位饱

经沧桑的老人，向人们倾诉着岁月的沧桑和道教文

化的源远流长。
２．５　 对气象研究、现代城市树种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古树是一部珍贵的自然史书，古树粗壮的枝干

饱含着几百年甚至千年的气象资料，它复杂的年轮

宽度、年轮密度、年轮数能反映出过去的气候变化

情况，国内外很多专家对此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古

树的存在为研究远古气象的变化情况提供了可靠

的科学依据［５］。 根据树木的生长势及对气候的适

应性状况，能够确定当地最佳规划树种，古树的存

在对于城市绿化树种的选择和各树种抵御病虫害

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３　 山东古树名木的现状

３．１　 古树名木分级

山东省古树名木种类多样性丰富，数量众多。
据古树名木资源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山东省散生古

树名木共有７ ２４３ 株，其中属一级保护的古树有

２ １３３ 株，二级保护的古树有１ ９３１ 株，三级保护的

古树有３ １３３ 株，属于名木的有 ４６ 株，古树群有 １８７
个。 根据本省古树名木各地市分布情况，在本省的

１７ 个地市中，古树名木株数最多的是潍坊市，古树

名木１ ３６６株、古树群 ３１ 个，其次为青岛市，古树名

木１ ０６３ 株，临沂市古树名木 ７８４ 株、古树群 ２１ 个。
３．２　 古树名木种类

根据山东省古树名木普查数据，全省古树名木

共有 ４１ 科，将各科所含属种数量进行统计，科内属

数大于 ５ 属的有 ２ 个科，分别为蔷薇科、木犀科，科
内种数大于 ５ 种的有 ３ 个科，分别为蔷薇科、木犀科

和松科，其中蔷薇科包括 ７ 属 １０ 种，木犀科包括 ７
属 ７ 种，松科包括 ２ 属 ６ 种。 另外，单属单种的古树

名木科数所占比例较大，占总科数的 ５１ ２２％。
山东省古树名木主要树种分为 ８ 大类：一是古

槐类，主要树种有刺槐、国槐、龙爪槐；二是古柏类，
主要树种有圆柏、侧柏、龙柏；三是银杏类，主要树

种银杏；四是松树类，主要树种有油松、赤松、黑松、
白皮松；五是果树类，主要树种有柿树、枣树、酸枣、
板栗、梨树、核桃、木瓜、杏树、山楂、樱桃、石榴；六
是藤本类，主要树种有紫藤、爬山虎、凌霄；七是花

卉类，主要树种有丁香、桂花、海棠、腊梅、山茶、玉
兰、紫薇；其余为杂树类，主要树种有黄连木、皂荚

树、朴树、毛白杨、柘树、檀类、枫杨、杜梨、流苏、柳
树、桑树、栾树、楸树、黄杨、构树、柽柳、白蜡等。
４　 古树名木保护存在的问题

历年来，本省虽然对古树名木的保护做了大量

的工作，如在古树周围砌花坛，设护栏，有些地方用

绳子牵引歪斜主干、枝条等，都不同程度的取得一

些成效，但其保护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现将古树名

木保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原因总结以下几点：
（１）老龄古树名木生理机能下降。 由于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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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名木都有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树木老化，生
命力微弱，树体各生理器官的生理机能失去平衡，
部分古树名木甚至已经开始出现枯萎现象。

（２）立地条件太差，养分不足，不能满足树木的

生存需要。 一些古树分布于山地、丘陵、悬崖峭壁

等处，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贫瘠，吸收养分不能维持

其正常的生长；有些古树名木生长在公园或者旅游

胜地，由于人员密集，地面不断受到践踏，导致土壤

板结，透气性降低，使树木不能获得生存的基本条

件，营养不良致使树木衰弱直至死亡［６］。
（３）过度的保护措施导致树木生长不良。 对一

些树龄较大、保护意义明确的古树，地方会采取一

定的保护措施，但有些保护措施并不十分合理，例
如为了保护古树，让其周围干净美观，将古树周围

用水泥全部砌筑，阻碍了其根部与外界养分空气的

交换，导致树势减弱，长久下来会最终导致树木

死亡。
（４）古树名木的标志不清、定义混乱。 很多人

对古树名木的定义模糊，有些树木被定为古树名木

之后，并没有设清楚的标志，导致人们不知道它为

古树名木，更谈不上保护。
（５）保护古树名木意识淡薄，出现人为损坏情

况。 有些人对于保护古树名木意识淡薄，甚至有一

定误区，一些在树上乱刻、乱画、乱折枝条的行为给

树体造成严重伤害；有些人由于利益驱使，做出买

卖、盗挖古树的事情，致使一些古树名木死亡。

５　 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建议

（１）加强古树名木的支撑等保护管理。 古树名

木由于年代久远、年龄老化、曾受伤害等原因，树体

稳健度变差，枝条下垂，容易失去平衡，应采取设棚

架支撑、堵树洞、设避雷针等方式加强对古树的保

护管理［６］。
（２）改善立地条件。 对生长在贫瘠土壤中的古

树，要调查取样古树立地土壤，测定所缺营养成分，
进行营养的平衡补给；对于古树名木周围板结的土

壤，要适时松土，增加土壤的疏松度与通透度；对于

前 ２ 种情况也可根据适地适树的原则，为古树换上

与之相宜的土壤［７］。 另外，可以根据一些最新的研

究对古树名木进行微器官低温保存、大木整株移植

统一管理维护。
（３）强化古树保护理念，杜绝过度保护。 应当

树立古树名木资源珍贵、科学保护的理念，充分考

虑古树周围环境及其生长需要，选择合理的保护措

施，例如在古树周围一定距离设立围栏，既能够一

定程度保护古树，又能够保持其自然生长状态，要
杜绝面子工程，严禁过度保护。

（４）对古树名木进行明显详细的挂牌管理。 可

以给每株古树设立独一无二的二维码或悬挂有明

显信息的标示牌，二维码或者标示牌标识古树信息

要充分，标明古树中文名、拉丁学名、科属种、管护

单位等基本信息，以及古树的传说等，让人们能通

过扫描二维码或观看标示牌了解相关信息，加深人

们对古树名木的认识，加强对古树名木的保护意

识，并能够自觉地加以保护。
（５）加强立法，加大宣传、执法力度。 成立专门

的立法小组，加紧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宣

讲、画册等方式加强对保护古树名木的宣传，尤其

要加强保护古树名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宣传，增
强人们保护古树名木的意识；建立古树名木保护补

偿机制，提高人们保护古树名木的积极性；加大执

法力度，将古树名木的保护与管理纳入法制轨道，
使之常态化，法制化。

参考文献：

［１］ 　 邓志婷．陕西省中北部地区古树名木生存现状调查［Ｄ］．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１４．

［２］ 　 陈晓梅，葛玲玲，储成晨．南通市古树名木的调查与建议［ Ｊ］ ．植
树造林，２０１１（１０）：３０⁃３１．

［３］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西湖风景园林（１９４９⁃１９８９） ［Ｍ］．上海：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０．

［４］ 　 胡坚强，夏有根，梅　 艳，等．古树名木研究概述［ Ｊ］ ．福建林业

科技，２００４，３１（３）：１５１⁃１５４．
［５］ 　 柴素荣．兰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现状与复壮养护管理初探［ Ｊ］ ．甘

肃林业科技，２００６，３１（４）：６１⁃６４．
［６］ 　 孙光明，宋瑞珍，冯少峰，等．古树名木保护及复壮措施初探

［Ｊ］ ．河南林业科技，２００２，２２（４）：５１⁃５２．
［７］ 　 严崇惠．古树名木衰败原因和复壮技术探讨［ Ｊ］ ．福建林业科

技，２００６，３３（１）：２１３⁃２１５．

７５第 ２ 期 范小莉等：山东省古树名木的现状与其保护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