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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城市行道树养护管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我市城市行道树养护的目标任务、基本情况评估、肥料和水分管理、病虫害防治、

整形修剪、树体损伤预防及修复、行道树果毛控制、特殊异常天气养护措施、移除与补植、行道树

与城市设施立地空间的调适、工程施工过程中对行道树的保护、行道树巡查检视与风险管理、行道

树养护管理文明施工等。

本文件适用于我市城市、镇开发边界内行道树的养护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CJJ/ T 91-2017 《风景园林基本术语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行道树

种植于道路两侧及分车带，具有一定遮荫功能、导向作用和景观效果的乔木。

3.2

冠高比

苗冠长度与苗木高度之比（也叫活冠比，有叶片枝条的高度与整株树木自然高度的比例）。

3.3

高粗比

树木高度与粗度之比。高粗比过大，树木容易风致倒伏或树干风折。

3.4

枝距

中心主干上着生的相邻两个主枝之间的垂直距离称为“枝距”。

3.5

主枝邻接

主枝的枝距过近，长大后如同着生在同一圆周线上的现象，称为“主枝邻接”。出现主枝邻接

现象说明主枝的方位角或枝距不当，要及时替换主枝。

3.6

“掐脖”现象

中心主干明显的乔木，主枝邻接严重且生长旺盛的，会促使其主枝以上的主干难以增粗，而下

部主干却增粗迅速，导致上下增粗悬殊，从而影响中心主干正常生长的现象。

3.7

“三段式锯除法”（连三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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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修剪锯除直径 5 cm 以上大枝时，首先在要去除的枝干下方距离主干约 20-25 cm 处锯一切

口，深度约 1/3；第二步，在枝干上方距第一个切口约 5-10 cm 处下锯，直到枝干脱落；第三步，贴

近主干约 2 cm 处，沿枝基环痕外侧锯除剩余部分。

3.8

内含皮

树木两个枝之间或枝与干之间树皮的挤压或嵌入形成的结构，它阻碍枝皮脊的形成，是一个结

合较弱的象征，在其分叉处容易劈裂。

3.9

根环束

指树木的根环绕干基或大侧根生长且逐渐逼近其皮层，像金属丝捆住枝条一样，使树木生长衰

弱，最终形成层被环割而导致植株死亡。

3.10

郁闭度

林木树冠垂直投影面积与绿化面积之比。

3.11

土壤溶液电导率

用于度量土壤中可溶性离子的总量，用 EC 值表示，单位为毫西门子每厘米（mS/cm)。

4 行道树养护管理的目标任务

4.1 保障树木持续健康生长

4.1.1 健康树木的外观应符合以下标准：

a) 叶片颜色、大小正常，无枯梢现象；

b) 主干无明显钻蛀性病虫害；

c) 全株无直径 10cm 以上的修剪大锯口，主干无长度大于 5cm 的机械损伤；

d) 主干和主枝无明显灼伤。

4.1.2 实现树木健康生长的途径

4.1.2.1 做好病虫害防治，严重影响树木安全和生理功能的病虫害必须得到有效控制，钻蛀性害虫

如天牛，爆发性病虫害如白粉病、锈病、夜蛾等。

4.1.2.2 确保树木肥料需求，适度施肥、因树施肥、适时施肥。

4.1.2.3 土壤理化性质满足行道树生长需要，疏松透气，PH 值、EC 值适宜。

4.1.2.4 土壤水分适宜，不干旱、不渍水。

4.1.2.5 城市建设中加强对行道树的保护，避免机械撞击损伤树体，避免破坏根系土壤环境。

4.1.2.6 通过合理的整形修剪，培育较抗风、雪灾害且高光合作用效率的树木形态。

4.2 培养整齐一致的树形

4.2.1 单株树木无明显偏冠，无突兀长枝。

4.2.2 同一路段的行道树外部形态和内膛枝组结构基本一致。

4.2.3 外部形态一致，包括枝下高、树高、树冠形态（高宽比）等。

4.2.4 内膛枝干组织结构一致，包括枝距、层距、逐级分枝数量与长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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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非林荫道行道树维持适宜的郁闭度

4.3.1 主要通过修剪，控制总体郁闭度在 0.3-0.7 为宜。

4.3.2 相邻行道树间枝条不宜出现重叠。

4.4 确保行道树的整洁和安全

4.4.1 保持枝干整洁

及时清除萌蘖、枯枝、枝干上残留钉蔓及各种悬挂物等。

4.4.2 防倒伏

4.4.2.1 通过疏除过密枝、回缩长枝等修剪措施，减少树木承受风、雪压的面积。

4.4.2.2 通过修剪控制树木活冠比约 0.6。

4.4.2.3 树冠结构符合在相同枝叶量情况下风力矩最小的要求，即重心较低的“上疏中密”标准。

4.4.2.4 保持一定的“干粗缩小”，通过回缩修剪控制行道树高粗比小于 50。

4.4.2.5 扶正，保持树干挺直。新种植行道树出现大于 5°倾斜应及时扶正;定植两年以上、倾斜超

过 10°的树木通过挖掘土球扶正；定植两年以上的轻微倾斜行道树可通过修剪部分矫正；台风等灾

害性天气后的倾斜，及时通过支撑或拉纤的方式扶正。

4.4.2.6 根系范围土壤适宜，地下水位低于 100cm，防止梅雨季节烂根。

4.4.2.7 根系及根颈部位无明显病虫害，损伤严重有明显腐烂空洞的行道树应及时更换。

4.4.2.8 轻微的偏根、盘根现象通过修剪及土壤改良措施予以矫正，严重者整株更换。

4.4.3 防劈裂

4.4.3.1 避免在直径大于 10cm 的截口处培育主稍或主枝，已有者通过回缩修剪减小枝条长粗比。

4.4.3.2 避免内含皮结构枝及 V 型杈枝，已有者去除或重回缩处理其中之一。

4.4.3.3 避免选取下芽或外芽培养主枝的延长枝，已有者通过回缩修剪减小枝条长粗比矫正。

4.4.4 防折枝

4.4.4.1 修剪时通过回缩修剪控制枝条长粗比，同时减小长枝稍部重量。

4.4.4.2 控制钻蛀性害虫。

4.4.4.3 控制主干、主枝机械损伤，注意伤口防腐，避免腐烂形成空洞。

4.4.4.4 无中心主干树形保持内膛通透但不光秃，主枝上的侧枝均匀分布或多呈级分枝。

4.5 消除与周边环境的冲突

4.5.1 行道树应避让重要的城市公共设施、电力线路等，也要减小对距离过近建筑立面的影响。

4.5.2 主要措施有采用合适的行道树枝干结构、增加回缩修剪频次、移除部分树木等。

5 基本情况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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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评估程序

5.1.1 行道树养护正式移交前，应对拟移交养护范围的行道树进行评估。

5.1.2 评估过程可以由业主方与养护施工方共同实施，也可以由双方均认可的其他方式实施。

5.1.3 评估应形成双方认同的的评估报告和意见。

5.2 评估内容

5.2.1 立地条件

针对明显生长不良的行道树，应探查根系范围土壤情况，明确树穴土壤范围是否存在较多的建

筑垃圾、排水是否通畅、土壤理化性质是否符合要求等。

5.2.2 安全状况

5.2.2.1 行道树安全事件类别，包括：

a) 倒伏；

b) 劈裂；

c) 折断枝。

5.2.2.2 行道树安全性密切相关的表观损伤问题，包括：

a) 主干，尤其是根颈部位钻蛀性害虫为害情况；

b) 主干是否存在较大面积的机械损伤甚至空洞；

c) 主枝着生部位或附近是否存在较大剪锯口。

5.2.2.3 行道树安全性密切相关的表观结构问题，包括：

a) 是否存在“内含皮”或 V 型杈现象；

b) 行道树高粗比是否适宜；

c) 行道树是否存在严重偏冠现象。

5.2.2.4 需要通过探查才能发现的隐藏性问题，包括：

a) 根系病虫害为害；

b) 土壤不适宜与地下水位过高；

c) 根环束。

5.2.3 重大养护措施

多年未回缩修剪的行道树如需回缩修剪，应制定特别养护措施，如修剪技术措施、后续的除萌

与树形培育措施等。

5.2.4 有重大影响的历史遗留问题

如带土球树木种植时未除去土球不易降解的包装物、支撑绑扎物嵌入树皮、严重的种植土壤破

坏、种植时未纠偏造成的主干明显倾斜、严重的树皮灼伤、种植时根颈深埋入土、根环束等。

6 肥料和水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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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行道树施肥

6.1.1 施肥依据

6.1.1.1 依据树木营养状况施肥：

a) 土质良好、生长正常、无快速扩大树冠需求的行道树，无需施肥；

b) 叶色叶形异常、生长缓慢、枝稍回枯的行道树，通常需大量施肥（盐碱地除外）；

c) 行道树遭遇损伤后恢复阶段，需少量多次补充肥料或营养物质；

d) 特殊营养时期补充肥料。花果类行道树花果过多导致树势明显衰弱，应及时施肥。

6.1.1.2 依据土壤溶液电导率（EC 值）施肥，见表 1 土壤 EC 值与施肥参照表

表 1 土壤 EC 值与施肥参照表

表中 EC 值单位：mS·cm-1

6.1.2 施肥时间

6.1.2.1 有机肥宜秋季施用。

6.1.2.2 化肥宜在春季旺盛生长前期施用。

6.1.2.3 处于营养饥饿状态（EC 值 < 0.3 或叶色叶形异常、生长明显缓慢）的树木随时施肥。

6.1.3 肥料种类与施用方法

6.1.3.1 根部施用化肥，如尿素、复合肥等，树穴范围松土后浅翻埋肥，也可视情况采用施肥枪或

液压施肥机等专用工具施肥。用量一般约 25 g/㎡（控释肥根据包装说明使用）。腐殖酸肥、菌肥可

根据需求配合化肥施用。

6.1.3.2 根部施用有机肥，将有机肥或腐殖酸肥均匀的混入吸收根系范围土壤，或以沟穴的方式填

埋于树冠吸收根分布范围土壤，同时避免伤及大的根系。

6.1.3.3 水溶肥。需补充肥料的行道树，在干旱季节可结合浇水施肥。将专用水溶肥或尿素或复合

肥充分溶解于水中浇灌，控制肥料浓度不超过 2‰。

6.1.3.4 根外追肥，在行道树出现严重脱肥现象、根系受损、出现营养缺素症等情况下，以不超过

2‰浓度叶面喷施适宜的肥料。

6.1.4 根部施肥区域

植物的耐盐性
盐分等级 需肥情况

敏感 中等

< 0.37 < 0.5 低 必须施肥

0.37-0.75 0.5-1.0 低-中 施肥到 0.75 或 1.0

0.75-1.30 1.0-1.75 中-高 适宜范围不需施肥

1.30-2.0 1.75-2.75 高-非常高 不能施肥,并有必要对盐分淋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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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应施入树木吸收根分布的土壤范围，树带行道树通常在树冠滴水线外沿至内侧的 3/4 距离范

围，树穴行道树为树穴外圈土壤内，避开树主干基部附近无吸收根分布的土壤范围。

6.2 浇灌水

6.2.1 选用干净的水源。宜取用不含有害物质的中水、雨水、河水浇灌。

6.2.2 避免造成水土流失与土壤板结。树穴浇水应接软管缓流浇灌；树带若用高压喷头，则采取较

远距离喷头 45°斜向上出水再落下方式，严禁高压大水直冲地面。

6.2.3 避免跑水，浇透水。浇水一小时后检查土壤浸润深度，确保一次浇透，避免出现每天都浇水

但树木仍然旱死的现象。浇水前松土；做树堰并覆盖；部分高价值且难以浇透的行道树，可采用可

移动式滴灌袋补水。

6.2.4 浇水位置适宜。与施肥范围相同，浇水区域主要是吸收根分布范围，树干基部过多浇水无益。

6.2.5 避免造成树木应激反应。夏季浇水应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冬季控制浇水防止低温冻害。

6.2.6 重视落叶行道树秋季浇水。嘉兴地区秋季多干燥少雨天气，以银杏为代表的观叶行道树，秋

季遇干旱需及时补水，确保十一月上旬前无明显落叶。

6.3 排水

6.3.1 树穴(地面)因缺土造成积水，应及时加土，形成中间略高、四周低的地形，消除积水。

6.3.2 降低地下水位。若地下水位过高，应挖深沟或设暗沟排水，或挖渗水井抽排水。

6.3.3 种植过深或地下水位过高，无法排除地下积水的，应抬高种植。

7 病虫害防治

7.1 病虫害防治的目标

7.1.1 严格控制可能导致行道树折断或倒伏的病虫害。包括：

a) 树木主干主枝部位无钻蛀性害虫的活虫、活卵。

b) 啃食树根的地下害虫发生率控制在 10%以下。

7.1.2 重点监测和防治影响行道树观赏效果和生态功能的暴发性病虫害，如白粉病、蚜虫、方翅网

蝽、夜蛾、白蚁等。如控制食叶性害虫为害的叶片，每株不超过 10%。

7.1.3 综合控制对树木影响较小的一般性病虫害。如控制刺吸性害虫为害的芽叶，每株不超过 20%。

7.1.4 行道树病虫害成灾率控制在 5‰以下，绿色防控率达到 90%以上。

7.1.5 避免园林垃圾产生的病虫害二次扩散。植物病虫害程度严重，且无法治理补救时，应做更换

处理，并及时清理园林垃圾，避免病虫害转移扩散。

7.2 防治原则

坚持“治早，治小，治了”的原则，采用安全、有效、经济、简单的方法，将病虫害控制在防

治指标之内。

7.3 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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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协调运用各种防治措施控制行道树病虫害。

7.3.2 化学喷药防治应正确选药，适时用药，适量用药，交互用药，混合用药，安全用药。

7.3.3 物理机械防治，包括人工捕杀（如樟巢螟）、设障阻隔（粘虫胶环）、诱杀法等。

7.3.4 生物防治包括以虫治虫、以菌治虫、利用昆虫激素治虫、其它有益动物治虫等。

7.3.5 一般病虫害适当降低化学防治阈值。

7.4 安全使用农药

7.4.1 作业过程中应做好操作人员的自身防护，药剂包装及废弃物统一收管，防止用药中毒。

7.4.2 严格按照使用说明用药，预防药害。

7.4.3 街区避免喷施挥发性强的农药，尽量人流量少的时间段用药，控制施药对居民的影响。可选

择内吸性药剂并采用灌根、环涂或树干注射等方法施用，减少影响。

7.5 配合植物检疫

加强外来入侵有害生物监测，如有发现，应按照相关要求及时控制并彻底清除，以防二次侵害,

杜绝扩散。

8 整形修剪

8.1 修剪类型和目的

8.1.1 结构性修剪

8.1.1.1 行道树种植后，初期以结构性修剪为主。通过整形修剪，继续明确各级枝干结构，纠正树

木缺陷，完善树体结构，提高树木整齐度，实现经济、实用、整齐、安全、生态协调统一。

8.1.1.2 同路段同批次行道树的目标树形及内膛枝条组织结构应一致，确保行道树的高整齐度。应

在以下树冠枝条结构类型中做出目标树形的选择：

a) 保留中心主干的树形；

b) 无中心主干的三分枝结构（杯型或开心型）；

c) 多干的丛生树形；

d) 特殊造型（如电力线路下的 Y 型结构）。

8.1.1.3 纠正部分结构缺陷。需纠正的结构缺陷包括但不限于：

a) 中干树形有多个主干；

b) 主枝粗度超过其着生部位主干粗度的 1/2；

c) 枝条阻挡视线；

d) 长枝的稍部过重；

e) 枝条分叉处有内含皮；

f) 各级枝条从属关系不明显；

g) 树冠不平衡；

h) 树冠内膛过于光秃等。

8.1.2 养护性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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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剪萌蘖枝、过密枝、徒长枝、病虫枝、交叉枝、并生枝、下垂枝、扭伤枝以及枯枝和烂

头，促进树木健康生长。

8.1.3 避让修剪与回缩修剪

8.1.3.1 避让修剪主要剪除影响城市公共设施、建筑安全、交通视线和不宜遮挡的建筑立面视线的

枝条。

8.1.3.2 回缩修剪是控制行道树体量、保持适宜郁闭度的主要修剪方法。即把主枝条剪回侧枝条（于

分枝点处，剪除大枝、保留小枝），从而达到缩小树冠体量的目的。

8.2 修剪原则

8.2.1 舒适，保持适宜的行道树郁闭度，即常绿树全年、落叶树种展叶期在 0.3-0.7 范围。

8.2.2 健康，剪锯口处理得当，平滑无撕皮；控制修剪锯口直径不超过 10cm，宜控制回缩修剪周

期 5-8 年。

8.2.3 整齐，外部树木形态、内膛枝组结构一致；整体树形一致，单株圆润，均衡稳定。

8.2.4 协调，与城市公共设施、交通信号与指示标志、建筑立面等协调。

8.2.5 经济，树冠枝条组织结构设计应易于攀爬，如控制枝距，留好踏脚枝，做到攀爬可控，无需

借助登高车即能完成绝大部分养护作业；适当保留外侧新枝确保冠高比，减少除萌蘖的劳动量。

8.2.6 抗风，依据有效土壤根系范围确定适宜的树冠大小；控制树冠高度，控制行道树高粗比小于

50；控制冠高比 1/2-2/3 范围。

8.2.7 抗雪压，常绿树避免长枝，避免梢部过重，避免大锯口处培育骨架枝组，培育强接枝。

8.2.8 风貌保持，既达到修剪前确定的目的，也不过度修剪，保持整体风貌相对稳定，避免原有风

貌发生过于剧烈的改变。

8.2.9 枝干分级明显，主枝直径应小于其着生部位树干直径的 1/2，侧枝直径应小于其着生部位主

枝直径的 1/2。

8.2.10 提高光合作用效率，培养枝繁叶茂的树形，内膛透光，增加光合作用有效叶幕层，修剪后

枝条分布符合“上疏中密下空”的原则。

8.3 修剪时间与周期

8.3.1 影响修剪时期因素

8.3.1.1 气候因素，落叶树宜在休眠期修剪；常绿树宜在生长季节修剪，以春季或初夏为宜（立春

-清明）；抗寒性差的树种宜早春修剪。

8.3.1.2 天气因素，受到严重干旱胁迫的树木推迟修剪，阴雨天不修剪病菌感染枝。

8.3.1.3 树木伤流，粗枝修剪应避开伤流期，易产生伤流的行道树如悬铃木、柳树、朴树等，应在

生长势相对缓慢期或休眠期进行。

8.3.1.4 树木流胶，易流胶的树种，如悬铃木、合欢、榆树、松、槭等不宜在生长期修剪。

8.3.1.5 修剪量因素，去除枝叶量低于 10%的修剪，随时可以进行；去除枝叶量大于 25%的修剪，

避开芽萌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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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整形修剪周期

8.3.2.1 养护性修剪每年进行。

8.3.2.2 避让修剪应采用预防性修剪方案，充分考虑树木生长的动态性，在妨碍产生以前进行。

8.3.2.3 控制体量和郁闭度的回缩修剪，按周期进行。合理的修剪周期是既能保持枝条修剪的剪口

易愈合（通常直径小于 10cm）, 同时也能达到修剪目的，一般不超过 5-8 年。

8.4 修剪技术

8.4.1 剪锯口

8.4.1.1 短截剪口要求，参见图 1：

a) 剪口应平滑，不得撕裂；

b) 剪口位于芽对侧，成反向 45°，上端约与芽尖齐；

c) 注意剪口留芽对成枝方向及结合牢固程度的影响。

图 1 短截剪口标准

8.4.1.2 疏枝剪口要求：

a) 在分枝的结合部隆起部分的外侧剪切，保留枝领又不留残桩；

b) 剪口平滑。

8.4.1.3 大枝锯切按图 2 要求进行：

a) 去除直径大于 5cm 的枝条，必须采用三段式(连三锯)锯除法；

b) 锯口保留枝领，不破坏隔离保护层，也不留橛。沿枝皮脊与枝领外侧连线截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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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枝去除（连三锯）方法

8.4.1.4 抹稍修剪锯口要求截面基本与被截的枝干呈 90°，即截口面积最小。

8.4.1.5 伤口处理：

a) 修剪时应尽量减小创口面积；

b) 凡是枝剪和园艺锯造成伤口部位不平滑时，都要用利刃削平；

c) 直径大于 4 cm 的伤口涂抹保护剂。

8.4.2 主要培育目标树形

8.4.2.1 有中心主干的自然树形

8.4.2.1.1 适于有较大生长空间、土壤环境较好地带行道树培育。

8.4.2.1.2 主轴分枝、合轴分枝、假二叉分枝、多歧分枝的树木，均可培养成有中干的树形。

8.4.2.1.3 有主轴树枝要保护主轴优势，无主轴树种要有意培养主头。

8.4.2.1.4 中干主尖如有竞争枝，疏去一个，或回缩一个到弱枝处。

8.4.2.1.5 中干可适当弯曲螺旋向上，相对居中即可，但应保持唯一性，保持主尖的顶端优势。

8.4.2.1.6 有中心主干的自然树形修剪目标可参照图 3。

图 3 有中心主干的自然形



11

8.4.2.2 无中干的三分枝结构（杯型或开心型）

8.4.2.2.1 适宜采用无中干树形的条件主要有：

a) 地上生长空间受限，如有电力线路；

b) 种植土壤过浅；

c) 地下水位过高。

8.4.2.2.2 杯型树修剪结构（以悬铃木为例）：

a) 根据需要确定主干高度，比主干高 20cm（整形带）处短截，选留 3 个主枝；

b) 3 个主枝各留 70-80cm 短截，剪口下左右两侧留芽，培育 6 个二级枝；

c) 每个二级枝留 70-80cm 短截，剪口下左右两侧留芽，培育 12 个三级枝。

8.4.2.2.3 每级分枝长度依树种不同有所差异，悬铃木较长，黄山栾树较短。杯型与开心型有所差

异。

8.4.2.2.4 无中心主干的目标树形结构参见图 4。

图 4 a)杯状形 b)自然开心形

8.4.2.3 丛生树形

行道树经截干和数次截平修剪后形成的多主干或多主枝树形。

8.4.2.4 特殊造型树形。

根据实际生长空间设计，培育特殊的枝干结构，如悬铃木为避让电力线路的 Y 型修剪方式。

8.4.3 常规修剪

8.4.3.1 及时剪除萌蘖枝、过密枝、徒长枝、病虫枝、交叉枝、并生枝、下垂枝、扭伤枝以及枯枝

和烂头，促进树木健康生长。常见不良枝类型修剪参见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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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前 修剪后

图 5 主轴不良枝修剪示意图

修剪前 修剪后

图 6 合轴不良枝修剪示意图

8.4.3.2 稀疏树冠时要从树冠边缘疏枝，不应将内膛小枝和基部小枝全部疏除从而导致内膛光秃。

疏冠方法，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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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疏冠方法

8.4.3.3 有中心主干树形的多年生竞争枝，采取回缩，或回缩与疏除并用的方法，见图 8。

图 8 多年生竞争枝处理方法

8.4.4 回缩修剪

8.4.4.1 如需控制行道树的体量，宜以回缩修剪为主。

8.4.4.2 回缩剪去部分枝条的粗度应大于剪口留下的分枝粗度，剪口留下的分枝宜达到被切除的枝

条的 1/3 粗度。

8.4.4.3 有中干树形回缩中干时，将中干剪回合适位置的相对直立居中的侧枝，以侧枝替代原中干

继续保持顶端优势。正确剪法如图 9 左侧 C 的修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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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左侧 C 为正确中干回缩，右侧为错误回缩 A 导致大量不定芽发生

8.4.4.4 回缩主枝时，各主枝剪回侧枝条，侧枝可再剪回次级侧枝。

8.4.3.5 正确回缩修剪的标准，应该能完全保护树体结构，“剪后好像没剪”（即外侧保留的枝梢

遮挡剪锯口，远观看不出痕迹）才是修剪的最高境界，但同时也要达到控制生长的目的。有中干的

行道树回缩修剪效果参见图 10。

图 10 有中干树形回缩修剪效果

8.4.5 不良结构的修剪改善

8.4.5.1 中干分叉树修剪处理：

a) 中干分叉粗度小于 5cm，应直接疏除其中一个；

b) 中干分叉粗度很大时，可回缩其中一个。方法参见图 11。

图 11 中干分叉的回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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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2 有内含皮的大枝应通过疏枝和回缩来控制其生长，或通过打箍加固，防止劈裂。

8.4.5.3 过度疏枝内膛光秃的树，次年长出的萌生枝，疏除一部分，均匀保留一部分，2-3 年后回

缩，再进一步培养，直到保留的枝占满大枝（主枝）的空间为止。见图 12

图 12 内膛光秃枝的恢复

8.4.5.4 主干树皮受到较大的损伤宜桥接修复。

8.4.4.5 “掐脖子”现象，应回缩、疏除部分邻接主枝，改邻接主枝为邻近主枝，使主枝在主干上

均匀分布。

8.4.5.6 多年未修剪，不得已锯大枝（主枝）回缩的树，控制剪口附近枝为辅养枝，剪口往下 20-30cm

处培养延长枝。

8.4.5.7 萌芽力差成枝力弱的行道树（如松类、广玉兰），应提前预判回缩修剪时机，防止内膛空

秃无幼嫩小枝，导致回缩修剪难以进行。

8.4.6 避让修剪

8.4.6.1 树木枝下高、与公共设施的距离等见本文件 12.2 控制行道树与公共设施及周边建筑的安

全距离。

8.4.6.2 主要修剪技术措施：

a) 整体重回缩树冠；

b) 从基部去除妨碍公共设施或交通视线的大枝；

c) 抬高枝下高；

d) 采取合适树冠的宽高比树形，如电杆或指示牌附近树木采取 1:2 或 1:2.36 的宽高比。

8.4.6.3 避让修剪应控制总体平衡度，允许树冠局部适度空秃，也要避免明显的“阴阳头”现象。

8.4.6.4 避让修剪采用预防性修剪，即：

a) 在枝条生长到产生影响的程度以前制定修剪方案，有计划地采取修剪措施；

b) 已经产生影响的枝条修剪后较长一段时间不会再产生明显妨碍。

8.4.7 锯大枝坠地控制

8.4.7.1 锯除大枝时应采取技术措施，控制大枝坠落的方式与形态，以避免损坏周边建筑物、构筑

物、设施和财产，避免损坏需要保留的枝干，并保护操作人员的安全。

8.4.7.2 可采用分段锯切法减少坠地冲击力。

8.4.7.3 可采用适宜的锯口形态，并配合使用索带的拉、吊，控制大枝的倒向与坠地速度。

8.4.7.4 可采用专门保护架或临时搭建保护架、防坠网等方式，预先采取措施保护地面可能受影响

的设施或财产不被砸损。

8.5 重修剪后的补充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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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 剥芽（除萌）

8.5.1.1 修剪中注意保留剪口附近的小枝，控制冠高比适宜范围，减少主干部位萌蘖。

8.5.1.2 非不得已截干回缩或错误截干后，主干及主枝基部萌蘖处理，兼顾树冠恢复与减少交通视

线影响，分步骤实施。

8.5.1.3 剥芽不得损伤树皮，不得留桩。初期未达到半木质化的萌蘖可直接抹除，半木质化后宜用

剪刀从基部剪除。

8.5.2 大截口萌枝处理

8.5.2.1 截干修剪后 1-2 年内，应结合剥芽（除萌），根据目标树形对截口附近萌枝进行处理。

8.5.2.2 有中干树形主头截口，选留一个相对直立居中枝作为主头保留，去除或重回缩竞争枝。

8.5.2.3 无中干树形主干截口，选留 3 个萌枝保留，其余枝条全部去除。

8.5.2.4 主枝截口，有中心主干树形的主枝截口，保留一个主枝延长头，其余竞争枝疏除或重回缩

处理；无中心主干树形的主枝，保留 2 个次级主枝，其余枝疏除或重回缩处理。

9 树体损伤预防及修复

9.1 树体损伤类型

9.1.1 行道树需要预防及修复的树体损伤，主要是可能会影响行道树安全（倒伏、折断）及长期健

康生长的主干及主枝基部的损伤。

9.1.2 行道树的树体损伤类型主要有：

a) 机械损伤，包括：

1) 意外撞击导致的损伤；

2) 不当修剪导致的撕皮；

3) 多年不修剪的树截干导致难以自然愈合的大截面；

4) 风雪灾害导致树木劈裂造成的伤口等。

b) 灾害天气导致树干皮部的生理性伤害，如日灼伤、冻裂伤等；

c） 树干钻孔损伤；

d） 病虫害导致的伤害，如白蚁或蛀干害虫为害造成的损伤；

e） 树洞等。

9.2 树体损伤预防

9.2.1 城市人行道维修、道路拓宽改造及地下管线等市政及公用事业工程，可能导致行道树机械损

伤的，实施前要求制定专门的行道树保护方案，采用盔甲式保护措施，防止主干机械损伤发生。

9.2.2 采取正确的修剪措施：

a) 修剪时严格采用“连三锯”法锯除大于 5cm 的枝条，防止劈裂现象发生，保证截口角度正

确、截面平滑；

b) 采用抗灾性强的树形，控制“V”型杈劈裂现象发生；

c） 做好树形规划及回缩周期规划，尽可能避免采用截干的修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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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加强管理，增强树势，避免过度修剪与内膛光秃的修剪方式，易发生日灼伤、冻裂伤的行

道树主干采取包裹、涂白等预防措施。

9.2.4 养护中控制采用钻孔的养护措施，确需采用钻孔措施，应注意钻小孔与浅孔，边缘应该切口

整齐，并注意用药种类与稀释度。

9.2.5 定期巡查，及时防治主干部位的病虫害，防治产生孔洞。

9.2.6 及时检查处理陈旧损伤， 采取措施促进伤口愈合，防止树洞产生、扩大。

9.3 树体损伤处理

9.3.1 树体损伤处理原则

9.3.1.1 安全优先，当判定行道树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时，以安全为主，景观效果次之，生态作用再

次之，行道树可重修剪、更换或移除。

9.3.1.2 预防为主，日常养护中严格预防主干损伤，已经发生的损伤及时清理、整形、防腐。

9.3.1.3 促进愈合，清理损伤，确保形成层外侧或愈伤组织露出、且生长不受限制，直至完全愈合。

9.3.1.3 健康美观，采用嫁接、填充等修复措施，应注意保持与原树木形态一致，减少修复痕迹。

9.3.2 树体损伤处理方法

9.3.2.1 伤口处理

9.3.2.1.1 机械损伤。修整损伤部位平整，较小的损伤涂伤口保护剂后待其自然愈合；过大的、难

以自然愈合的损伤，结合嫁接（活体移植）术修复。

9.3.2.1.2 修剪损伤。主要是去除枝条时的撕皮与留橛，按照枝皮脊与枝领外侧连线的正确方法补

修剪，利刃削平撕裂伤后涂伤口保护剂，待其自然愈合。

9.3.2.1.3 病虫害枯枝。去除病虫害枝至完全的健康部位，然后涂伤口保护剂。

9.3.2.1.4 树洞。包括清腐、内部整形防止积水、洞口整形促进愈合、消毒与涂保护剂，较大的、

或难以消除积水的树洞移植或填充修复。

9.3.2.3 嫁接（活体移植）修复

9.3.2.3.1 可选用的嫁接（活体移植）方式有：补接、桥接、根接、靠接等，根据损伤情况选用。

9.3.2.3.2 原皮修复即时实施，嫁接（活体移植）应在该树种适宜嫁接的季节实施。

9.3.2.4 树洞填充

9.3.2.4.1 树木主干部位的、较大的、或难以消除积水的树洞，在不具备嫁接（活体移植）修复技

术水平或条件的情况下，可采用填充方式修复树洞。

9.3.2.4.2 不宜填充的树洞类型：

a) 洞体过大；

b) 树龄过老；

c) 树势过弱；

d) 树体感染真菌；

e) 树洞所处位置容易遭受树体或枝条频繁摇动的影响而导致填料断裂或挤出；



18

f) 树洞狭长、不易积水以及树体歪斜，填充后不能形成良好愈合组织等。

9.3.2.4.3 洞口覆盖:

a) 对不适宜填充但需要美化外观的树洞，可用金属或新型材料板，也可用玻璃钢覆盖洞口，并

适当装饰；

b) 洞口覆盖物应低于形成层，以免妨碍愈合体的形成、生长。

9.3.2.4.4 树洞填充：

a) 对于大而深或容易进水、积水的树洞以及分权位置或地面线附近的树洞，可以进行填充；

b) 如果用水泥填充树洞，必须有排液和排水的措施；

c) 填料性状与木材接近且亲和，可用水泥砂浆、沥青混合物、玻璃纤维、聚氨酯发泡剂等；

d) 封口材料为玻璃钢；

e) 仿真材料为地板黄、色料；

f) 洞内的填料一定要捣实、砌严不留空隙。洞口填料的外表面一定不要高于形成层；

g) 树洞填充以后，每年都要进行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9.3.2.5 修剪调整

对于因不当截干修剪造成的、无中干树形的行道树主干顶部树洞，可通过改造为有中干树形，

或者在树洞下部适当位置，有意识保留萌枝，并逐步培养成替代主干，从而达到消除树洞的目的。

9.3.2.6 移除更换

根据树体损伤位置、类型与大小，结合安全性评定、美观度影响、树木市场价格等，进行综合

评估评估。损伤严重、不具备修复价值的行道树，更换处理。

10 特殊异常天气养护措施

10.1 台风

10.1.1 城市树木台风预防措施。

10.1.1.1 合理修剪。减少树冠的受风面积，降低风阻力矩，避免 V 型杈和内含皮结构，避免大的

锯口。

10.1.1.2 对高倒伏风险树木支撑加固。

10.1.1.3 日常养护中改善土壤透气性，增加树木根系抓地力。

10.1.2 灾后恢复

10.1.2.1 灾后恢复工作应尽早进行。

10.1.2.2 清理影响交通的断枝倒树。

10.1.2.3 完全倒伏根系翻出树穴者，重修剪后送苗圃养护。

10.1.2.4 倾斜树木者适当回缩树冠、扶正、支撑。

10.1.2.5 树木断折枝锯平，整株树木适当回缩突兀枝，保持整株树冠均衡。

10.1.2.6 喷药防止灾害病虫害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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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雪灾冻害

10.2.1 雪灾

10.2.1.1 主要针对常绿行道树树种，尤其是香樟，应对雪灾采取预防性措施。

10.2.1.2 合理修剪，预防断枝。包括：

a) 尽量采用有中心主干的目标树形。

b) 控制中心主干的竞争枝，避免形成内含皮结构及 V 型杈。

c) 回缩控制侧枝的长粗比，避免形成内侧光秃的横向长枝。

d) 减小横向长枝梢部重量。

10.2.1.3 人工清理树冠积雪。若遇特大积雪，可组织人力用竹竿敲落树冠积雪，也可利用高压喷

水击落树冠积雪。重点击落内含皮、V 型杈结构枝和横向长枝前端的积雪。

10.2.1.4 防止融雪剂伤害。注意与市政道路养护方沟通，凡雪水可能流入行道树根系范围路段，

不允许使用融雪剂，不允许堆放含有融雪剂的积雪。

10.2.1.5 雪灾后恢复。包括:

a) 及时清理地面断枝,恢复道路交通；

b) 整理折损树木,清除树木折枝，锯平断口并涂抹保护剂，回缩突兀长枝保持树体匀称。

10.2.2 冻害

10.2.2.1 避免刺激行道树发生秋稍，尤其避免发生晚秋稍。立秋以后避免重短截的修剪方式，注

意控制暴食性虫害和易导致大量落叶的病害发生。

10.2.2.2 已经发生的秋稍和晚秋稍，可前期喷施氮肥促进枝叶长至自然停长的最低程度，中期喷

施磷酸二氢钾促进枝叶发育充实，寒潮来临前喷施硼砂或其它抗寒药剂。

10.2.2.3 新植树木或不耐寒树木在入冬前进行树干保护。可用草绳或麻袋片等缠绕或包裹，高度

可 1.5-2 m。应确保根颈部位防护严密。

10.2.2.4 冻害发生后的养护管理措施：

a) 合理修剪。既要将受害器官剪至健康部位，又要保证总体协调；

b） 加强病虫害预防。结合修剪，在伤口涂抹或喷洒化学药剂（杀菌剂+保湿黏胶剂）。

10.3 梅雨季渍水

10.3.1 预防渍水

10.3.1.1 改善排水及时排出地面积水。

10.3.1.2 重点树木渍水时，可挖简易渗水井抽排积水。

10.3.2 严重渍水后恢复措施

10.3.2.1 翻垦晾晒根系范围土壤。

10.3.2.2 喷洒消毒药，防止病虫害滋生和蔓延。

10.3.2.3 喷施叶面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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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4 受损较重的树木适当修剪。

10.3.2.5 出梅后遇干旱，及时转入抗旱阶段，少量多次浇水，遮荫保湿。

11 行道树的移除与补植

11.1 移除

11.1.1 枯死、主干病虫害或机械损伤严重、对交通或公共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的行道树，报管理部

门同意后移除。

11.1.2 因城市建设需要移除行道树，应先对被移除行道树的健康程度及经济价值进行评估，并分

类标记。

11.1.3 经评估需移植保留的行道树，挖掘前完成树冠初步修剪、绕干和树冠绑缚包扎。

11.1.4 根据场地情况确定挖掘土球直径，土球宜达到树木胸径的 3-5 倍，树木规格越小，比例越

大。根系分布较深的树木土球高度应为土球直径的 4/5 以上，地下水位高或根系浅的树木应挖至无根

系分布的土层。

11.1.5 挖掘时避免撕拉根系，确保根系截口平整，粗度大于 2cm 的截口涂伤口保护剂。

11.1.6 挖掘好的树木及时安排种植，全过程做好防损伤树皮、防晒、防冻等技术措施。

11.1.7 行道树移植或清除后，原树穴整理，保持场地安全、整洁。

11.2 补植

11.2.1 相邻树木已郁闭状态下，中间可不再补植树木。不再补植的行道树树穴，及时铺装处理。

11.2.2 应在补植前找出死亡原因，消除不利因素后再补植。

11.2.3 补植的行道树应与原有树种一致，规格相近。

11.2.4 应选用干直、健壮、无病虫害，且至少有一级以上树冠骨架枝的优质树木。

11.2.5 树穴规格不得小于长×宽：1.5×1.5 m，或与同一道路上的树穴规格保持一致，有条件改造

为树带种植方式的，尽可能改树带种植方式。

11.3 行道树的种植

11.3.1 行道树的种植宜在春季和秋季。非适宜季节（高温夏季与寒冷冬季）栽植必须采取相应的

保活技术措施（如断根处理、去叶、改良种植土、裹干、遮荫、加大土球等）。

11.3.2 栽植穴的直径比土球直径大 30-40cm，栽植穴的深度比土球厚度深 15-20cm，种植穴下底

部不小于上口，底部无不透水层。

11.3.3 挖好的种植穴底部填疏松营养土或耕作土，厚度以种植沉降后根颈与目标面基本平齐为标

准。底部松土中间堆高，以便调整树木直立。

11.3.4 树木种植应符合以下标准：

a) 种植带或树穴整体高于路面 10cm 以上地段，栽植深度应以新土下沉以后，根颈与种植地表

面相平或稍低（3-5cm）为准；

b) 种植带或树穴与路面基本相平地段，栽植深度应以新土下沉以后，根颈高于种植地表面

（3-5cm）为准；

c) 栽植保持树冠原来的朝向；

d) 土球包扎材料应在回填土前解除，除稻草绳外，应全部清理干净，不得埋入树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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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回填土约 2/3 时立支架，浇足定根水，再回填土至需要的高度，清理地面；

f) 第一次定根水浇足以后的第 3 天、第 10 天检查扶正，并分别以插管方式浇第二、三次水；

g) 行道树卷干宜使用稻草绳，应在树木装运前完成包裹，应包裹树木全部的主干段和比较粗的

一级分枝，树木成活后（保持 1-2 年时间）彻底拆除。

11.3.5 栽植修剪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宜在挖掘前进行，也可在栽植时进行；

b) 保留基本的骨架。

11.4 行道树支撑

11.4.1 行道树支撑可按照《嘉兴市园林树木支撑技术导则》的相关规定设置。

11.4.2 支撑过程中不得有铁钉钉入树皮或绑扎过程中有损伤树皮的现象。

11.4.3 支撑设置后如发现树木有超过 5°的倾斜，应及时扶正并重新调整支撑。

11.4.4 支撑设置后养护期间，应定期巡查，确保支撑完整、牢固，同时检查垫衬，确保支撑材料

不嵌入树皮。

11.4.5 需长期保留的高大树木的支撑，支撑与树木连接处宜增加软木楔垫衬。

11.4.6 检查行道树根系生长牢固后，无需继续保留的支撑及时、彻底地拆除。

12 行道树与市政设施立地空间的调适

12.1 保障根系土壤环境

12.1.1 树穴过小、铺装过多过实导致长期严重生长不良的行道树，宜改树穴种植为配方土连通的

树带方式，以扩展根系生长空间。

12.1.2 保持土壤通气性，树穴附近路面避免整体混凝土浇筑。

12.2 控制行道树与公共设施及周边建筑的安全距离

12.2.1 处理好树冠与公共设施（交通信号灯、交通指示牌、高压电线、电缆等）及周边建筑之间

的矛盾，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按表 2 的规定确定。

表 2 行道树冠与公共设施的安全距离

单位：米

设施名称 垂直距离 水平距离

高压电力线路（35kv-66kv） 3 3.5

高压电力线路（3kv-10kv） 1.5 2

架空电力线（≦3kv） 1 1

交通灯 0.7 3

路灯 0.7 2

屋顶、门窗 0.8 0.8

注：电力线路垂直距离为最大计算弧垂情况下的最小垂直距离，水平距离为最大计算风偏

情况下的最小水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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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树木中心距离灯杆、信号杆、线杆的距离至少 1 米以上。

12.2.3 行道树枝下高度以不影响通行为原则。

a) 行道树进入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路面的枝下净高不应小于 2.5m；

b) 进入机动车道路面的枝下净高不应小于 4.5m；

c) 停车场种植的树木,枝下高应符合停车位净高度的规定：小型汽车为2.5m；中型汽车为3.5m；

载货汽车为 4.5m。

12.2.4 城市道路应保持在右侧车道 50m 距离以内，行道树枝叶不遮挡车辆驾驶员对交通信号和重

要交通标志的视线。

12.2.5 避让修剪应采取动态预判性的修剪，而不是直到行道树出现问题时才补救性修剪。

12.2.6 个别严重冲突、通过修剪仍难以协调空间的树木，应经申请同意后移除或更换适合的树木

类型。

12.2.7 改扩建道路地下管线管廊的布置应避让现有道路绿化树木，且行道树绿带下方不得敷设管

线。

12.2.8 依附于行道树的城市亮化或装饰，应要求相关单位采取防护措施，如亮化装置采用保护套、

固定装置采用扎线并增加垫衬等。

12.3 树穴表面处理

12.3.1 目标要求

12.3.1.1 减少黄土裸露，但不追求绝对的黄土不露天，无明显扬尘、不影响美观、不妨碍通行即

可。距离行道树主干外侧 10-20cm 范围宜为行道树保留。

12.3.1.2 卫生保洁。发现树穴周边有堆土、堆物、搭建等毁绿现象,应及时处理。

12.3.2 处理方法

12.3.2.1 颗粒物覆盖。如松鳞、果壳、陶粒、无盐碱淅出的石子等。及时补充、耙平覆盖物。

12.3.2.2 种植地被植物。如草皮、麦冬等。距离主干外侧 10-20cm 范围应保持原土壤裸露，不予

种植。树穴内植物应及时修剪，死亡植株应及时更换。

12.3.2.3 铺设盖板。要求有利于树木生长，有利于通行，有利于美观。采用组合式或架空式透气

铺装，避免整体浇筑。盖板破损应及时更换，盖板内圈距离外侧主干应保持 10cm 以上距离，且应随

树干增粗及时调整。

12.4 减少树木对不宜遮挡建筑立面的影响

应根据立地情况，通过修剪调整枝下高、树冠的宽高比、枝组紧凑度等，减少树木对不宜遮挡

建筑立面的影响。

13 工程建设过程中对行道树的保护

13.1 要求制定施工保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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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维修、道路拓宽改造及地下管线等市政及公用事业工程，实施前要求制定专门的行道树保

护方案。

13.2 根系保护要求

13.2.1 施工中避免切断 5cm 以上的大根系，必须截断的根系截口修剪平整，并涂抹保护剂。

13.2.2 挖掘暴露的根系，应覆盖毛毯或草片，避免暴晒或冻害。

13.2.3 不得在主根系上直接浇筑混凝土或填石子。

13.3 主干保护要求

13.3.1 可采用软包装+硬包装（比如内侧毛毯+外侧竹片）的“盔甲式”方式。

13.3.2 也可以采用建筑模板“四角笼”围挡的方式，对行道树主干进行严密的保护。

13.3.3 若机械施工次数少但树木多，也可采取对剖开再连接的活动波纹管等进行可移动的硬保护。

13.3.4 “盔甲式”方式和“四角笼”在施工前完成，可移动的硬保护提前准备好必要资材及人员。

13.3.5 根颈及主干不得出现面积大于 20cm²的机械损伤。

13.4 树冠回缩修剪

13.4.1 若施工对根系损伤较多，应在造成根系损伤前修剪树冠，保持地上部枝叶与地下部根系的

平衡，避免枝稍回枯。

13.4.2 回缩修剪应保持树冠形态，抽稀、回缩树冠顶部和外围的枝条，避免截平式修剪。

13.5 地形土壤保护要求

13.5.1 避免压实树穴土壤；

13.5.2 施工完成后清理根系范围内的各类建筑垃圾，回填优质耕作土；

13.5.3 保持适合的土壤高度。既不暴露根系，也不深埋根颈。

14 行道树巡查检视与风险管理

14.1 行道树巡查检视

14.1.1 城市行道树应根据危险区域类别，做到至少每月巡查一次。台风季加大巡查频次。

14.1.2 通过直观的生长表现，如树木长势、倾斜、枯梢、树冠完整度、大锯口、树皮损伤、树洞、

病虫害等，评估树木健康程度。

14.1.3 检查树体结构安全性。主要包括树冠外形、长枝情况、内含皮或“V”形杈情况。

14.1.4 采用一定的工具检测主干的空洞和腐烂等情况，如用带有铁芯的塑料锤轻敲树干，根据回

声判断内部情况。

14.1.5 对长势不良的树木，应探查树木根系健康情况（病害、虫害、根环束等）及根系范围土壤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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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树木风险管理

14.2.1 与行道树相关的风险类型：

a) 树木与城市公共设施间的矛盾。如电力设施、遮挡交通标识和车辆视野等；

b) 树木倒伏、劈裂和折断风险。

14.2.2 尽早识别行道树存在的结构风险，并采取纠正措施。

a) 修剪。包括：

1） 通过养护修剪，去除枯枝、病虫害枝，减少折枝风险；

2） 通过回缩修剪，减小风力矩，降低倒伏风险；

3） 控制“内含皮”与 V 型杈的不合理结构。

b） 主干倾斜超过 10°的行道树及时扶正；

c） 根系范围严重受限而树冠较大的行道树，增加支撑预防倒伏；

d） 及时移除更换死株、严重生长不良或重大缺陷行道树；

f） 控制修剪锯口大小，确保剪锯口平整，涂保护剂，促进截口愈合；

g） 尽早识别将对交通和建筑产生影响的枝条，并进行修剪处理。

14.2.3 规避意外赔偿风险。

行道树相关意外事件，难以完全消除。有条件的地区，应积极与商业保险机构协商，通过投保

公众责任险的形式，规避控制可能的赔偿风险。

15 行道树果毛控制

15.1 需控制果毛的条件

15.1.1 需控制果毛的行道树种类主要有：

a) 悬铃木；

b) 垂柳；

c) 杨树。

15.1.2 需控制行道树果毛的路段：

a) 重点道路；

b) 高密度人口区域；

c) 敏感区域（如幼儿园、中小学校、医院等）。

d) 住宅区。

15.2 控制原则

15.2.1 因地制宜，分类处置，重点管控。

15.2.2 考虑成本效益，控制影响程度，不追求绝对无果毛的效果。

15.3 控制花果量的方法

15.3.1 采用、更换无花或少花的行道树品种。悬铃木引进无花或少花的品种，垂柳种植雄株或高

位嫁接改造成雄株。

15.3.2 加强水肥管理，避免干旱，偏施氮肥，促进行道树的营养生长。

15.3.3 采取适宜的修剪措施，主要是剪除二年生果枝，减少花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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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 花芽分化时（一般 3 月中下旬）树干注射或叶面喷雾化学药剂抑制花芽分化。

15.3.5 物理冲刷控制果毛。

15.4 悬铃木修剪控制果毛

15.4.1 每年在休眠期修剪 1 次抑制果毛。

15.4.2 悬铃木结实大年冬季进行，对外围二年生枝回缩至果枝以下，保留 1-2 个侧方向的小枝或

10-15cm 处，结实小年只做消除安全隐患的常规修剪。

15.4.3 采用人工式整形修剪，根据行道树悬铃木遮荫的实际情况，在街道可提供的空间情况下，

对培养疏层延迟开心形达到一定树体大小的悬铃木，采用人工式梯形或长方形（盒子形）修剪等，

每年进行树形的维护。

15.4.4 采用截梢法整形修剪（类似桑拳修剪法）。当树体结构形成以后，在一定高度对 1-3 年生

枝进行短截，以后每年都截至同一点。最后在截口顶部形成瘤状物，每年疏除瘤状物上的枝条。

15.5 悬铃木物理冲刷控制果毛

15.5.1 物理冲刷时间一般在悬铃木果毛飘絮期间，3 月底至 5 月中旬的夜间操作。

15.5.2 采取维护性修剪悬铃木的道路，采用“吹、冲、扫”等一体作业方式。一般每周冲刷 1 次，

可根据天气和果球散裂程度适当增减频率。

15.5.3 具体方法是：先以高射程风力机呈 60°-90°角将成熟欲脱落的果球吹落，再以抑尘车喷洒

水雾将果毛降至地面，接着用高压洒水车将果毛集中冲到路牙边，最后由机动清扫车将果毛收集清

扫，整体车队作业速度控制在 5km/h。

16 行道树养护管理安全文明施工

16.1 制定安全文明施工方案

重大养护行动实施前应制定专门的安全文明施工方案，明确交通组织、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具体

措施。

16.2 高空作业安全

16.2.1 上树作业及登高车作业人员除按一般着装要求外，必须系好安全带（绳），穿胶底鞋等具

有防滑功能的鞋子。

16.2.2 正确使用安全带（绳），禁止低挂高用；安全带（绳）保持完好、牢固、可靠；如果使用 3

米及以上长绳时必须加缓冲器，各部件不得任意拆除。

16.2.3 不得两人及以上人员同时在同一棵树上进行修剪作业。

16.2.4 采取技术措施控制大枝坠落方向与速度，避免对地面人员和设施造成威胁。

16.2.5 制定安全事故处理预案 ，明确事故紧急处理流程及相关人员联络方式等。

16.3 交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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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 重大修剪行动提前向交管部门报备。

16.3.2 修剪方案设计尽量减少交通影响，修剪作业避开早晚高峰。

16.3.3 正确设置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区，安全防护区应包括警示区、缓冲区和工作区，并配备现

场交通劝导人员。

16.3.4 安全防护区可参照图 13 要求设置。其中警示区距离依据道路最高限速值确定，通常市区、

城市道路为 50 米，国、省、县道、城市快速路为 100 米。

图 13 养护占道安全防护设置示意图

16.4 架空线路影响

可能影响电力或通讯等公用架空线路的行道树修剪方案，提前报备相关管理方。

16.5 控制噪声污染

需使用动力机械的养护方案，注意避开附近居民休息时间段。

16.6 控制农药危害

正确使用化学农药，避免对人畜健康和生态环境产生危害。

16.7 控制园林废弃物

16.7.1 行道树各种钉蔓悬挂，及时清理干净。

16.7.2 修剪枝叶即时分解，粗枝截段，细枝打捆，碎屑打包，整齐码放，当日清运。

16.7.3 场地清扫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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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行道树养护管理月历

全

年

1. 影响城市运行的避让修剪、总去枝量不大于 10%的忌枝修剪，随时进行。

2. 确保安全，存在倒伏、折断、劈裂等安全隐患的行道树，及时通过修剪、支撑、

扶正等技术措施予以纠正。

3. 树穴裸露、垃圾卫生、各种悬挂、树干缠绕及铁钉等，随时处理。

4. 树木主干损伤修复，清腐、创面修复、树洞填补等及时进行。嫁接移植修复术一

般于 2-3、7-8月份实施。

一

月

1. 对一二年内新栽植的行道树普施冬肥，发现倾斜及时扶正，必要时加柱支撑。

2. 做好行道树冬季大修剪，去除各类忌枝、城市运行妨碍枝、回缩外围长枝。

3. 清除越冬虫茧。

4. 做好防寒及香樟等常绿树敲雪工作。

二

月

1. 继续做好冬季大修剪，落叶树大修剪月底前完成。

2. 上一年病虫害严重的行道树全株喷石硫合剂一遍。

3. 对缺株的落叶行道树进行补植。

三

月

1. 常绿树大修剪三月底以前结束。

2. 全面开展新植、补植行道树工作。

四

月

1. 继续做好行道树新植、补植工作，加强新植行道树养护管理。

2. 注意防治第一代木虱和蚜虫。

五

月

1. 继续加强新植行道树管理，及时浇水提高成活率。

2. 重点对近年截干修剪的行道树做好抹芽、定芽、去蘖工作，并及时清理。

六

月

1. 全面开展行道树抹芽、定芽、除蘖工作。

2. 对刺蛾、木虱、介壳虫、袋蛾、白粉病等及时防治，以达到治小、治少效果。

七

、

八

月

1. 继续做好行道树抹芽、除蘖工作。

2. 做好高温季节病虫害防治工作，捕捉天牛、杀灭袋蛾、刺蛾。

3. 做好排涝、抗旱、防台工作。

4. 及时扶正受暴雨、台风影响后的行道树，固定支撑工作。

九

月

1. 继续做好行道树病虫害防治工作，尤其是蛀干害虫、暴食性害虫。

2. 继续做好抗台、抗旱工作。

十

月

过于荫蔽的常绿行道树如香樟，从节点处回缩外围大枝，控制整体郁闭度

0.3-0.7范围，保障冬季采光需求。

十

一

月

1. 对新植行道树进行松土、施冬肥。

2. 有涂白要求或需求的行道树，涂白工作月底前完成。

十

二

月

1. 做好行道树冬季整形修剪，去除各类忌枝、城市运行妨碍枝、回缩外围长枝。

2. 做好防寒及香樟等常绿树敲雪工作。

注 1. 涂白不作统一要求，不要求全面实施。一般针对病虫害树、有防日灼或美化需求的行道树实施。

正常健康树木，可不予涂白，或根据当地管理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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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主要行道树病虫害种类

序号 行道树 主要病虫害 一般病虫害

1 香樟 樟巢螟、白蚁

刺蛾、樟蛱蝶、樟叶蜂、茶蓑蛾、樗蚕蛾、樟

萤叶甲、樟个木虱、橘刺粉虱；溃疡病、黄化

病

2 悬铃木

白粉病；

星天牛、方翅

网蝽、白蚁

草履蚧、丽绿刺蛾、红蜘蛛、日本龟蜡蚧、袋

蛾

3 榉树

锈病；

瘿蚜、木虱、

蚜虫

斑点病、煤污病、溃疡病；

红蜘蛛、榆叶蜂、瘤丝螟、榆毛萤叶甲

4 朴树 天牛
白粉病、煤污病；

萤叶甲、绵叶蚜、木虱、红蜘蛛、大蓑蛾

5 无患子 天牛、矢尖蚧

溃疡病、煤污病、枯萎病；

蝙蛾、矢尖蚧、木虱、瘿螨、铃斑翅夜蛾、小

蠹

6 黄山栾树

日本龟蜡蚧、

栾多态毛蚜、

桃红颈天牛

流胶病；

蚜虫、六星黑点豹蠹蛾、枣大球坚蚧、桑褶翅

天蛾

7 银杏
叶枯病、黄化病；

大蚕蛾、桃蛀螟、茶黄蓟马、超小卷叶蛾

8 樱花
穿 孔 性 褐 斑

病、梨网蝽

叶枯病；

介壳虫、小透翅蛾、红蜘蛛、蚜虫、刺蛾、大

蓑蛾、李叶甲、舟形毛虫

9 枫杨 天牛
根腐病、霜霉病、白粉病：

叶蝉、蚜虫、蚧壳虫、刺蛾、大蓑蛾

10 垂柳 柳瘿蚊、天牛
干腐病、溃疡病；

木蠹蛾、白粉病、蚜虫、叶蝉

11 大叶冬青
叶斑病、枝枯病；

白蜡蚧

12 枫香
白粉病、叶斑病、漆斑病；

麻皮蝽、刺蛾、毒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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