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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健康表观损伤诊断调查报告 

 
摘 要：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在教师和助教指导下，完成 19 株侧柏古树健康的表观损伤调

查，填写诊断调查表。每位同学在小组集体讨论、分析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完成了个人体验教学报

告，就调查的 19 株侧柏古树健康状况提出保护修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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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黄帝陵古柏群有五千多年历史，在号称“天下第一陵”的黄帝陵周边，古柏面积

达到一千三百三十五亩，有古柏八点三万余株，其中千年以上的古柏三万四千六百余

株，是中国现存覆盖面积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古柏群。 

经历五千年风雨洗礼的黄帝手植柏，不仅仅是植物界的“活化石”，更是中华民

族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象征。然而，随着自身生理机能的下降以及

人为因素的侵扰，黄帝手植柏以及黄帝陵古柏群落面临着潜在的危机，古柏群落亟待

保护和修复。每一棵古柏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守护古柏，就是守护我们的信仰和精神

家园。如何保护黄帝陵古柏群落，是每一代人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古树健康表观损伤诊断调查报告 

- 2 -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对黄帝陵内的 19 株侧柏古树健康的表观损伤调查。 

 

2.2 方法 

利用围尺，皮尺，勃鲁莱测高仪。 

每位同学在调查过程中拍照，记录，在小组集体讨论、分析调查结果的基础上，

完成个人体验教学报告，就调查的 19 株侧柏古树健康状况提出保护修复建议。 

古树健康诊断是一个复杂的调查、分析和判断过程，有些损伤通过外观诊断易于

发现，而有些损伤则必须通过生理生化分析、生境调查，甚至利用仪器设备检测才能

确定。 

古树健康诊断一般分为表观损伤诊断（非专业诊断）、树体外观诊断和测试分析

诊断（专业诊断）。 表观损伤诊断主要针对受自然灾害（风折、风倒、雪压或病虫害

大发生）或人为影响（工程施工、采挖）等威胁或伤害的古树个体。也用于古树健康

的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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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调查结果 

根据我组所调查的数据报告显示，大部分古树表观都存在主枝树皮枯死损伤、腐

朽，有枯枝，苔藓寄生，病害；主干树皮枯死损伤、腐朽，病害；树干基本树皮枯死

损伤、腐朽，苔藓寄生，病害。 
 

主枝 

 树皮枯死损伤、腐朽；□ 枯枝； 
 
□ 开口空洞；□ 分枝处异常； 
 
 病害；□虫害； 菌类（蘑菇）； 
 
□ 周边是否建筑干扰 

主干 

 树皮枯死损伤、腐朽；□ 树梢枯死断裂； 
 
 开口空洞； 病害；□虫害；□ 菌类（蘑菇）； 
 
□ 周边是否建筑干扰 

树干基部 

 树皮枯死损伤、腐朽；□ 根系裸露； 
 
□ 开口空洞； 病害；□虫害； 
 
□ 菌类（蘑菇）；□ 周边是否建筑干扰 
 

生境 

□ 人为踩踏；□ 垃圾遗弃； 
 
□ 工程采挖；□ 填土、铺装； 
 
□ 树穴积水； 菌类（蘑菇）； 苔藓； 

  
 

（一）树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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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树高度如下图： 

 
（三）健康状况如下图： 

 

3.2 推断结果 
经推断发现，古树外观上多少有些枯死，且均有藻类寄生，部分古树出现树梢枯

死断裂和空洞情况，属于损害较为严重的古树。 
 

主枝 

 树皮枯死损伤、腐朽；□ 枯枝； 
 
 开口空洞； 分枝处异常； 
 
 病害；□虫害； 菌类（蘑菇）； 
 
□ 周边是否建筑干扰 

主干 

 树皮枯死损伤、腐朽； 树梢枯死断裂； 
 
 开口空洞； 病害；□虫害；□ 菌类（蘑菇）； 
 
□ 周边是否建筑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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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基部 

 树皮枯死损伤、腐朽；□ 根系裸露； 
 
 开口空洞； 病害；□虫害； 
 
□ 菌类（蘑菇）；□ 周边是否建筑干扰 
 

生境 

□ 人为踩踏；□ 垃圾遗弃； 
 
□ 工程采挖；□ 填土、铺装； 
 
□ 树穴积水； 菌类（蘑菇）； 苔藓； 

数据来源：根据我组的诊断调查表数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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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古树现状 

4.1.1 古树基本情况 

黄帝手植柏是保护最好，状态也是比较好的一棵古树。其他的古树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树皮枯死，损伤；树干上出现了苔藓，部分分枝不再生长树叶的情况。其中挂甲

柏周围出现了菌类，树干上出现了游客的人为损害。3 号侧柏树干上出现了寄生的植物。

7 号，14 号古树出现了大面积的空洞，8 号古树出现了树皮大面积枯死的症状。15 号古

树树干倾斜严重，伴有人为的支撑。由于时间长，所以这些是属于比较正常的现象，

但是也需要引起重视，时刻关注古树的健康状况。 

4.2 保护措施 

4.2.1 园内的主要保护措施 

（1）周围几乎都设置木质的栅栏，种植灌木丛进行保护，对古树周围进行对应的

围挡，这样的保护措施能够提供相应的警示作用，能够提醒游客不要接近古树。 

（2）还有一种很重要的保护方式就是设置保护牌，相关管理人员对古柏进行了编

号、定位，详细调查记载其基本情况，建立了古树名木的电子档案，为古柏挂上了古

树保护牌。这一举措一方面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千年古柏，另一方面则是能够便

于管理和保护，可以说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方法。 

（3）火灾对于林木所造成的打击无疑是致命性的，所以在消防层面必须给予足够

的重视，这些珍贵的古木经不起大火的焚烧。管护人员会在特定时期清理古柏树下的

杂草，粉碎后就地覆盖保墒，肥分还林，这样既有效降低了火险等级，又避免了树木

肥分的流失。还有一些古柏防火隔离墙和隔离栅的设置也起到了很好的防控作用，使

得古木可以免于火灾。 

（4）在虫害防治方面，管理人员已经制定了古柏病虫害监测及综合防治方案，与

省市林业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定期对古柏进行监控，了解掌握林内虫害分 

 

4.3 面临的问题 

4.3.1 古树问题 

由于古柏群树龄多在百年至数千年间，树龄老化，树体自身机能下降，加之古柏

群树种单一、结构不完善、生物多样性低，部分古柏出现树势衰弱现象。加之黄帝陵

景区每年游客逐渐增加，不少游客走到古柏下拍照、乘凉，人类活动的干扰致使古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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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生存环境受损，土壤硬化、板结，透气性能降低，引起古柏群日趋衰弱，部分古树

已经濒临死亡，古柏群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4.3.2 保护方面的问题 

即使是有相关的方法对古树进行了保护，但是措施产生的效果有待商榷，因为一

棵古树仍然出现了被破坏的情况，说明相关的管理不够认真，相关的措施没有制定

好，对于保护古树其实并没有做到足够的重视，出现相关的情况属于保护失误。 

4.4 相关建议 

4.4.1 复壮措施 

根据之前的文献查找及调查，认为首先对古树进行人工的养护，人工填补空洞

处，定期清除树木表面的灰尘，保证叶面通气顺畅。改良土壤，更换地被植物并进行

一定的营养补充等措施。其次，可以运用复合换气透水、古树复壮基质、引根控根等

多项专利技术进行复壮试验，找出最适合黄帝陵古柏的复壮方式。还有就是对黄帝手

植柏进行“克隆”再生。通过植物组织培养方式获得的黄帝手植柏苗，从遗传学上讲

与黄帝手植柏完全一样，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保护黄帝手植柏特色遗传资源，也可以

为扩大繁殖保护其他珍稀古树名木提供参考。 

4.4.2 政策措施 

调整相关的政策措施，加大检查监管的力度，加大惩罚机制，在游览前对游客做

出必要的声明，安排人员进行相应的督察等。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保护黄帝陵古柏提

出学术性建议。制定专门的保护方案，安排人员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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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感想  
《山海经》云：“蒲谷水源其山下，水流通，故谓桥山”。我们此次来到的黄帝

陵就位于桥山，而据相关资料显示，自汉武帝元封元年（前 110 年）亲率十八万大军

祭祀黄帝陵以来，桥山一直是历代王朝举行国家大祭之地。入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那株高达 19 米的“黄帝手植柏”，何其巍峨挺拔，这株“世界柏树之冠”深深地震

撼了我。其余古柏也都各有特色，有着自己的故事和底蕴。我们在老师的讲述和指引

下学到了很多古树保护的相关知识，并亲自实践了一番，对这里的 19 株古柏一一进行

“把脉”，寻其病理，探其病因。这是此行最大的收获之一。黄帝陵有着浓厚的人文

气息，不少人前来这里寻根问祖，这里凝系着我们民族的情怀，展现了高度的文化认

同，它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樊子豪 

 
黄帝陵是我们轩辕黄帝的陵墓，自古以来，这里都是历代帝王和名人祭祀皇帝的

场所。一进入黄帝陵，带给我们的就是震撼的感觉。映入眼帘的是一棵参天的古树—

—黄帝手植柏。它矗立在那里，像一位耄耋老人守望者到来的人们。它距今 5000多

年，现在仍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展现着它勃勃的生机。正如程良宝老先生所描述

的：“根深叶茂五千春，荫佑中华万代人。见证沧桑知岁月，虬枝老干有精神。”向上

走去，两旁插着旗子，中间的建筑上写着：“壬寅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展现出

恢弘的气势，又有庄严，肃穆的感觉。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在黄帝陵里面学习到了古

树保护的相关知识，并且对这些古树进行了测量，观察，真正参与到里面，我们才会

发现古树保护也是很专业，很复杂的工作。这些历史悠久的柏树不仅仅只是古树那么

简单，它更是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保护古树更是保护我们

的文化成果，向世界展示我们的辉煌的必要行动，更能够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这是我们感受悠久历史，感受不同知识的旅行，收获丰富。 

——张博韬 
 

我和队友们来到黄帝陵，对十九棵古柏树进行了实地测量，病虫害诊断等一系列

学习实践。我们中虽然好多同学不是林学专业，但是也感受到学科交叉的魅力。同

时，培养我们动手动脑，将所学知识运用实际的科研精神。在传承文明的同时，我们

也不禁感叹生命的伟大，古柏树正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但是，古树的保护仍然不可

松懈，我们小组依然发现了许多古树的病症，同时挂甲柏的树干也有之前游客的划

痕。虽然祭拜黄帝陵，抚摸五千年前生命的延续，但是还是希望游人只是轻抚，拍照

留念即可，否则还是建议每棵古树周围加装护栏，非必要使用不允许人为对古树造成

伤害，同时要考虑后续古树扩张，美观和方便拆卸。 

                                                                 ——张皖欣 
 
来到黄帝陵，一进景区就被侧柏古树深深吸引了。这里的古树枝干粗壮，树皮纵

裂拧巴，细看仿佛像是梵高的抽象画作；树皮上长满了青苔和其他小草，犹如小树



5 感想 

 

屋；有的树干拦腰折断，有的树干光秃秃的耸入云间，有的树干还存在树洞，有的树

底还生长着蘑菇 。印象深刻的是黄帝手植柏，传为轩辕黄帝亲手栽植，树高 19米，

下围 11米，树龄约 5000多年。有谚云：“七搂八拃半，疙里疙瘩不上算”。1982年英

国林业学专家罗皮尔考察世界多地后，誉其为“世界柏树之父”。1998年，被评为“中

华百棵名树之首”。站在树底树底，仿佛就像是晚辈在听千年前的老人的尊尊教导，似

乎梦回唐朝。 

让我好奇的还有地上的大脚板，据说是黄帝脚印石，西汉文物，长 0.62米，深约

2厘米，于 1956年出土于黄帝陵东南 2千米的郭家洼村，是传说的“黄帝黄城巽宫”

所在地。 

整块石头约一平方米。青石面上，镌刻有黄帝脚印一双。民间有向黄帝脚印投硬

币或零钱以测运气的习俗，据说投向脚印大拇趾运气最好，为大吉大利。只不过我没

有带硬币，无法体会。 

比较震撼的是轩辕殿前的数百黄旗，等风袭来，众旗同频共振在风中飘舞，场面

十分壮观，仿佛置身于皇帝上朝时的壮观场面。 

总而言之，不虚此行。 

  ——夏群艳 

 

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创造、奋斗、团结、梦想’是黄帝精神的主要

内涵。”我们要缅怀先祖恩德，传承黄帝文化，弘扬黄帝精神，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钢枝挺硬骨，铁甲抵严寒。阅尽兴衰事，从容向长天。沐浴了五千年的风风雨

雨，黄帝手植柏依然苍翠挺拔、根深叶茂。树干上的累累斑痕，似乎在诉说着中华民

族几千年来的风雨历程和沧桑巨变。微风轻拂，那嫩绿的枝叶轻轻摆动，彰显出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赵艺嘉 

 

走过了黄河，也走过了历史、文化、经济、文明。看见了黄土高原的纵横沟壑与

壮美黄河的秀丽蜿蜒，感受到了数代人的热诚与奉献。黄河，一碗水，万千岁月。 

——李  杰 
 

助教指导我们使用专门的测量设备（围尺，皮尺，勃鲁莱测高仪）测量古树的树

高和胸径，这是我的专业所接触不到的东西。而经过诊断调查发现，随着树龄的增

加，古柏中的一些柏树有树势衰弱的趋势，亟待保护和修复。很多侧柏都存在主枝分

枝处异常，主干开口小空洞，树梢枯死的问题，有的古树的树干基部和生境存在菌类

的生长，很大一部分古树倾斜程度严重。针对我们观察到的以上问题，需要采取病虫

防治，树体支撑等措施来进行古树保护。 

保护古柏，不仅是要为子孙后代留下满山的葱绿，更重要的是以科学的手段让古

柏的队伍更加庞大、更加生机勃勃。让这些“活着”的历史世代相承，使他们得到更

科学、更有效的保护，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责任和义务。在庄重肃穆的柏树群中祭拜

先祖，也让我们思考后世子孙应该怎样传承中华文明。 

——阎佩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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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群是黄帝陵最有价值的历史遗存，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的见证，更

是黄帝陵赖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尤其是黄帝手植柏以及汉武挂甲柏等具有深厚人文

内涵的名木古树，更是具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些古树包

含着我们民族生存的信仰和寄托，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另一种象征。千年古柏，经

霜弥茂；泱泱华夏，四季常青。千百年来，正是由一代代护林人年复一年地栽植与保

护，才有了如今巍然壮观古柏群。 

                                                                 ——王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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