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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能触动我们心中最柔软的地
方。看看先贤的诗词，抚摸他们留下来的
古树，就感觉他们没有离开我们，就能感
受到，我们的文明是可以用古树串起来
的。除了要重视给树木看病，更要重视它
们的生态价值、文明底蕴。”在北京市园林
绿化科学研究院的“古树小院”里，树木医
生专家服务团副团长丛日晨告诉笔者。

5月 29日至 6月 2日，“古树名木保护
科技成果推介”活动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
学研究院举办，丛日晨的“古树小院”也
变得热闹起来，集中展示近年来的古树名
木保护科技创新成果，助力古树延年益
寿、焕发新颜。

北京拥有众多古树，如密云区新城子
镇的“九搂十八杈”侧柏、天坛公园的

“九龙柏”、北海公园的“白袍将军”白皮
松和“遮荫侯”油松、中山公园的辽柏
等，保存了弥足珍贵的种质资源，孕育了
绝美的生态奇观，是珍贵的自然文化遗
产，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生态、
科学价值，是“活的文物”。

“要想做好古树医生，首先要深刻地
认识古树的价值，倾听古树的故事。”在
丛日晨的“患者”中，最让他印象深刻
的，当属文天祥手植枣树。相传，这棵枣
树为文天祥被囚期间亲手所植，距今约有
七百多年，枝干向南自然倾斜，与地面约
成45度角，象征着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针
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精神，被人们形
象地称为“指南树”。

丛日晨每次给这棵枣树做体检和养护
时，都会摸摸它向南倾斜的树干，心中默
念文天祥的诗句，感怀诗人的家国情怀，
不知不觉中湿润了眼眶。

“古树不仅是会生长的‘文物’，其生
态价值也不容小觑。”丛日晨告诉笔者，
古树的生态价值有固碳释氧、保持水土、
防尘减噪等。由于它的体量大，可能会形
成一个小的生物栖息环境，这是普通树木
无法做到的。例如，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新
会城区以南10公里天马村河中的“小鸟天
堂”水榕树独木成林，枝叶覆盖面积超20
亩，为 105 种鸟类提供生存场所，人们在
这里共记录到 359 种维管植物和两百余种
野生脊椎动物。

近年来，古树医生们挖掘古树历史，
拥抱新型技术，加强对古树的整体、系
统、科学保护。

在丛日晨看来，要想了解每一棵古树

的健康情况，首先要测定古树的年龄。有
记载的古树，方便判断年龄，而荒郊野岭的
古树如何判断？古树测龄技术的落后，曾经
成为古树医生“把脉诊疗”的“拦路虎”。

“精准测定古树的年龄，还不损伤古
树，这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丛日晨摘下
眼镜，皱着眉头说，“过去为了鉴定树
龄，要对树体进行有损伤的采样，这边挖
一点儿，那边挖一点儿，这些古树都是上
了年纪的，哪能经得起这般折腾？”

如今，针对这一难题，北京市园林绿
化科学研究院结合多年以来古树保护的实
践，开发出一种无损伤树龄检测的新技
术。该技术利用树体上死亡的断枝或树枝
断口对树龄进行鉴定，对死枝和断口进行
采样，不影响树木生长。截至目前，已为
1000余株古树和大树进行了树龄鉴定。

目前，各地对古树保护更加重视，加
之相关法规要求，在拆迁、修路等工程中
遇到大树，都比较谨慎。北京市园林绿化
科学研究院经常能收到一个个沉甸甸的包
裹，装着来自天津、河北、山西、海南等
地的古树切片，以获得精准的树龄鉴定。

在古树医生的努力下，许多城市的道
路中间“长”出一棵棵古树，城市规划为
了保护好古树，建筑、道路统统为古树开
绿灯，绕开它们。

随着时代的发展，古树医生深入挖掘
古树名木的特殊价值，让古树“活起来”。

据了解，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
保存繁殖了京津冀重点古树名木母株31种
148 株，保存克隆苗 5000 余株。未来，古
树医生们会将这些珍贵的基因进行扩繁、
回归和迁地保护，让“小树苗们”回到古
树身边，继续茁壮成长。

身为享誉全国的古树专家，丛日晨的
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他还记得，有一年去
云南普洱讲课，看到当地的老人们都摇着
蒲扇，坐在一棵很大的古榕树下聊家常。

“我们常说古树有历史文化价值、生态价
值和科研价值，但我觉得对普通老百姓来
讲，它更是一个地域符号、一个情感寄
托。这让我觉得作为一名古树医生，我从
事的工作很有意义。”

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二
级调研员曲宏表示：“未来，我们想让更多
的古树公园、古树街巷、古树社区、古树乡
村点缀在京华大地，保护好这些‘活的文
物’，在市民心中播撒生态文明的种子，使
一代代市民的乡愁情思得以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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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冒了，会到医院找医生。树木无言，如果生病了怎么办？

夏日的一个上午，笔者来到浓荫如盖的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

院，目睹了被称为“绿大褂”的树木医生仇兰芬为一棵桧柏看病的全

过程：利用先进的仪器设备，对树木的健康状况进行检测，形成“体

检报告”，有针对性地“开方下药”。“给树木‘把脉问诊’就像给人看

病一样，为的是保障长期的健康。”仇兰芬说。

近日，北京树木医学研究会举办树木医院授牌仪式，北京市园林

绿化科学研究院、北京花乡花木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金都园林绿化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京彩弘景生态建设有限公司首批四家树木医院正式

挂牌运营，城市园林绿地上的树木、市民“家养”花草都能够在专属

的树木医院里“就诊”，市民还可以学习到专业的养护知识。

不只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的树木医院也接连挂牌开诊，正

推动着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近日，笔者赴北京树木医学研究会、北

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采访，了解树木医学理念、技术应用于树木

健康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典型案例以及树木医院的建立对生态文明建设

的促进作用。

在北京树木医学研究会秘书长侯雅
芹看来，树木医院的核心理念就是“把
树木花草当作人来关心关爱”。

“树木和人一样，都有生命。”侯雅
芹凝重地指着窗外的行道树告诉笔者，

“你看这些树，它们长势不错，但健壮度
和美观度还不够。树木生长期也需要定
期修剪、补给营养，生病时更需要寻医
问诊、对症下药。”在她看来，北京六环
路以内的行道树是北京的“门面”，是首
都的“生态卫士”，精细化实施健康监
测、健康评估和健康干预是树木医生的
神圣职责。

作为树木医院的管理机构，北京树
木医学研究会是中国大陆唯一以树木医
学为理念、率先开展树木医学研究工作
的社会组织，倡导“像对待人的生命健
康一样对待树木健康”，充分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积极推进树木医院专业化、树
木医生职业化进程，逐步提升树木健康
服务管理水平。

“我参加了一次国外树木医院的学术
活动后，就特别想做一件事儿，就是在
中国也建立树木医院，设立树木医生职
业，为树木生态健康保驾护航！”侯雅芹
谈起成立北京树木医学研究会的初衷，
对树木医学学科和树木医生职业的发展
充满信心。

从此，侯雅芹的心中埋下了成立树
木医院的种子，但要实现这一梦想并非
易事。观念落后、资金不足、技术薄
弱、经验不足等问题像座大山一样，压
得她喘不过气。

“过去没有树木医生，树木遇到问
题，有时就‘咔咔’一剪，简单粗暴地
解决问题……”提起过去的种种状况，
侯雅芹话语里满是对树木的心疼。

在侯雅芹看来，像尊重人一样尊重
树木，是组建树木医院、成为树木医生
的前提。相比于落后的树木防治保护观
念，更令侯雅芹愁眉不展的，是技术上
的“硬伤”。

以北京的古树名木保护为例，侯雅
芹谈起了技术攻坚的不易。“北京有 4 万
多株古树，这些有生命的文物，见证了
北京的历史。但是不少古树由于虫蛀或
者机械损伤等原因，空洞折枝屡见不
鲜。过去的树洞修补，都是往里填充水
泥，都快把树堵得喘不过气了。咱们为
古树疗伤时，也要考虑它的感受，它也
是生命体！”采用水泥封堵技术，往往会
导致树干体过重，排水不畅，根系呼吸

和输送营养受阻，加速木质部的腐蚀，
更容易折断或倾倒，“老患者们”健康危
机更重了。

如今，随着树木医学技术的发展，
备受水泥封堵之苦的古树名木也“获
救”了。在修复创伤的基础上，还能做
个“整形复容”手术。树木医生根据不
同树种的“年龄”和“体质”，使用专用
的修复材料进行仿真修复，既可以诱导
树洞周围的新生组织向外生长，又能保
留“修旧如旧”的年代感。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
乎民族未来。像尊重人的健康一样尊重
树木健康，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成为全民共识。

2022年9月，北京树木医学研究会主
持起草的 《树木医生考核评价规范》 团
体标准出台，“树木医生”明确定义为

“从事树木的健康诊断、灾害预防、治疗
恢复等相关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树木
也不单单是植物，真正成为了树木医生
诊疗的“患者”。

“现在当树木医生可不容易，不光
要掌握园林养护、树木修剪、病虫害
防治、土壤改良、古树名木养护和复
壮等技能，还需要通过理论知识考试
和技能实践考核。外出就诊时，必须
穿戴职业装：绿大褂、小红帽子，随
身携带‘诊疗’仪器等。”侯雅芹自豪
地说。

除了给树木看病就诊，树木医生站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生命共同体
的高度，研究树木花草与人的健康关
系。每到春天，北京城内总会飘起杨柳
絮，容易飞进眼睛和鼻孔里，引发过敏
反应，怎么规避这个风险？树木医生采
用树种改造、喷水湿化减絮、注射植物
生长抑制剂等方法，抑制杨树开花，减
少飞絮。再如，树木医生研制出花期
长、花苞大、耐日晒、耐扬尘的月季
花，给京城环线戴上月季“项链”，成为
刷爆朋友圈的京城花事。

然而，树木医院的授牌只是开始，
能做的还有很多。北京树木医学研究会
已经制定实施了 《树木医院设置规程》
和 《树木医生考核评价规范》，还将开展
树木医学领域的宣传普及、科学研究、
学术交流、咨询服务、专业培训等工
作，切实保障树木健康，维护生态系统
稳定，巩固林木生物防治成果，为园林
绿化高质量发展、首都生态文明建设做
出新的更大贡献。

为树木保驾护航为树木保驾护航

用绿色手段治虫

对于树木医生仇兰芬而言，树木是她研究
“以虫治虫”的重要帮手。将害虫对树木的健
康影响降到最低，是仇兰芬一直以来的目标。

走进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昆虫实
验室，仇兰芬向笔者展示一个个昆虫培养皿。

“以虫治虫，就是利用害虫的捕食性天敌和寄
生性天敌防治害虫。这些都是研究天敌昆虫对
害虫的防治效果的，选出‘战斗力’最强的天
敌昆虫，消灭害虫，保护树木！”

“树是我的‘患者’，也是我的‘导师’。”
谈起选择生物防治方向的初衷，仇兰芬打开了
话匣子。刚工作那几年，她的工作压力很大，
身体状态也不太好，一进实验室就过敏，尤其
是不能靠近塞试管的棉絮和虫子的分泌物。

正当彷徨迷茫时，仇兰芬的“患者”为她
指明了前路。

“人的成长过程和树木是一样的，树在往
下扎根的过程中会遇到石块，人也会遇到挫
折。当你克服的困难越多，‘根’就扎得越
深，‘主干’就越来越粗壮，受外界的影响就
越来越小。”仇兰芬心怀感激，决定穷尽心
力，让“导师”免于病虫害的困扰。

据仇兰芬介绍，生物诊疗技术具有安全、
有效、环保等优点，既能大幅度减少化学农药
的使用量，还能起到持续控制的效果，为绿色
防控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目前，北京共有林地 1470 余万亩、绿地
140 余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44.8%、城市

绿化覆盖率达到 49.3%，仅两轮平原造林新栽
植树木就达1亿余株。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短时间内树木数量的
大幅度增长，一些问题也凸显出来。美国白
蛾、春尺蠖等食叶害虫出现面积居高不下；小
线角木蠹蛾、白蜡窄吉丁等蛀干害虫呈点状爆
发态势；松材线虫病步步紧逼……这些都严重
影响树木健康，危及生态系统安全。

面对病虫害，树木医生积极采取生物防治
手段，与害虫进行斗争。以仇兰芬为代表的树
木医生在实验室内培育管氏肿腿蜂、花绒寄甲
虫等天敌昆虫，逐渐取代高毒高残留的化学农
药，促进生物防治技术的实践应用。

近年来，不少生物防治措施已广泛应用于
公园、城市绿化带和居民小区。

粘虫板、昆虫信息素、诱捕器、释放天
敌……各地陆续采取一系列绿色手段来防治林
业有害生物，减少药物制剂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据了解，2022年，北京建立绿色防控示范
区 27 个，面积 2.94 万亩，释放天敌 35 亿头。
2023年，在北京颐和园、温榆河公园等地建立
6个绿色防控示范区，已投放异色瓢虫、花绒
寄甲虫等天敌 500 余万头，装设各类诱捕器
300余套。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树木医生也
不局限在线下接诊，线上为树木花草看病的服
务方式也开始普及。

北京的四家树木医院均提供线上诊疗服
务和专业咨询。除了北京的树木医院，位于上
海辰山植物园的植物专科医院也提供在线问
诊，市民可以选择想要问诊的植物，填写详细
情况并上传照片、提交问题，医生们利用业余
时间定期在线上平台给予回复。

目前，绿色防控、生态保护、健康生活等
理念深入人心，树木医生“操心”的事除了“线上
诊疗”，还有将新技术的运用普及开来，融入市
民侍弄花草的日常生活等全新的挑战。

倾听古树的故事

▶丛日晨
（受访者供图）

▲仇兰芬 （左）
▶侯雅芹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泉水国家湿地公园绿树北京市房山区长沟泉水国家湿地公园绿树成成
荫荫，，步步皆景步步皆景。。 樊甲山樊甲山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