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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E_90_E6_96_B0_E6_c63_533897.htm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

及城市建设水平的提高，大树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类园

林绿地中，特别是重点工程，往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体现绿

化美化的效果，这就需要种植一定数量的大树。大树移植需

要投入较多人力、机械设备和资金，同时，大树的再生能力

较幼青年树明显减弱，难以成活。因此，新植大树的养护管

理显得尤其重要。 新植大树的养护管理应重点抓好以下两大

方面的工作： 一、保持树体水分代谢平衡 大树，特别是未经

移植或断根处理的大树，在移植过程中，根系会受到较大的

损伤，吸水能力大大降低。树体常常因供水不足，水分代谢

失去平衡而枯萎，甚至死亡。因此，保持树体水分代谢平衡

是新植大树养护管理、提高移植成活率的关键。为此，我们

具体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地上部分保湿： 1.包

干：用草绳、蒲包、苔藓等材料严密包裹树干和比较粗壮的

分枝。上述包扎物具有一定的保湿性和保温性。经包干处理

后，一可避免强光直射和干风吹袭，减少树干、树枝的水分

蒸发；二可贮存一定量的水分，使枝干经常保持湿润；三可

调节枝干温度，减少高温和低温对枝干的伤害，效果较好。

目前，有些地方采用塑料薄膜包干，此法在树体休眠阶段效

果是好的，但在树体萌芽前应及时撤换。因为，塑料薄膜透

气性能差，不利于被包裹枝干的呼吸作用，尤其是高温季节

，内部热量难以及时散发会引起高温，灼伤枝干、嫩芽或隐

芽，对树体造成伤害。 2.喷水：树体地上部分（特别是叶面



）因蒸腾作用而易失水，必须及时喷水保湿。喷水要求细而

均匀，喷及地上各个部位和周围空间，为树体提供湿润的小

气候环境。可采用高压水枪喷雾，或将供水管安装在树冠上

方，根据树冠大小安装一个或若干个细孔喷头进行喷雾，效

果较好，但较费工费料。有人采取“吊盐水”的方法，即在

树枝上挂上若干个装满清水的盐水瓶，运用吊盐水的原理，

让瓶内的水慢慢滴在树体上，并定期加水，既省工又节省投

资。但喷水不够均匀，水量较难控制。一般用于去冠移植的

树体，在抽枝发叶后，仍需喷水保湿。 3.遮荫：大树移植初

期或高温干燥季节，要搭制荫棚遮荫，以降低棚内温度，减

少树体的水分蒸发。在成行、成片种植，密度较大的区域，

宜搭制大棚，省材又方便管理，孤植树宜按株搭制。要求全

冠遮荫，荫棚上方及四周与树冠保持50厘米左右距离，以保

证棚内有一定的空气流动空间，防止树冠日灼危害。遮荫度

为70％左右，让树体接受一定的散射光，以保证树体光合作

用的进行。以后视树木生长情况和季节变化，逐步去掉遮荫

物。 （二）促发新根： 1.控水：新移植大树，根系吸水功能

减弱，对土壤水分需求量较小。因此，只要保持土壤适当湿

润即可。土壤含水量过大，反而会影响土壤的透气性能，抑

制根系的呼吸，对发根不利，严重的会导致烂根死亡。为此

，一方面，我们要严格控制土壤浇水量。移植时第一次浇透

水，以后应视天气情况、土壤质地，检查分析，谨慎浇水。

同时要慎防喷水时过多水滴进入根系区域。第二方面，要防

止树池积水。种植时留下的浇水穴，在第一次浇透水后即应

填平或略高于周围地面，以防下雨或浇水时积水。同时，在

地势低洼易积水处，要开排水沟，保证雨天能及时排水。第



三方面，要保持适宜的地下水位高度（一般要求－1.5米以下

）。在地下水位较高处，要做网沟排水，汛期水位上涨时，

可在根系外围挖深井，用水泵将地下水排至场外，严防淹根

。 2.保护新芽：新芽萌发，是新植大树进行生理活动的标志

，是大树成活的希望。更重要的是，树体地上部分的萌发，

对根系具有自然而有效的刺激作用，能促进根系的萌发。因

此，在移植初期，特别是移植时进行重修剪的树体所萌发的

芽要加以保护，让其抽枝发叶，待树体成活后再行修剪整形

。同时，在树体萌芽后，要特别加强喷水、遮荫、防病治虫

等养护工作，保证嫩芽与嫩梢的正常生长。 3.土壤通气：保

持土壤良好的透气性能有利于根系萌发。为此，一方面，我

们要做好中耕松土工作，以防土壤板结。另一方面，要经常

检查土壤通气设施（通气管或竹笼）。发现通气设施堵塞或

积水的，要及时清除，以经常保持良好的通气性能。 二、树

体保护 新移植大树，抗性减弱，易受自然灾害、病虫害、人

为的和禽畜危害，必须严加防范。 1.支撑：树大招风。大树

种植后应即支撑固定，慎防倾倒。正三角桩最利于树体稳定

，支撑点以树体高2／3处左右为好，并加垫保护层，以防伤

皮。 2.防病治虫：坚持以防为主，根据树种特性和病虫害发

生发展规律，勤检查，做好防范工作。一旦发生病情，要对

症下药，及时防治。 3.施肥：施肥有利于恢复树势。大树移

植初期，根系吸肥力低，宜采用根外追肥，一般半个月左右

一次。用尿素、硫酸铵、磷酸二氢钾等速效性肥料配制成浓

度为0.5％至1％的肥液，选早晚或阴天进行叶面喷洒，遇降雨

应重喷一次。根系萌发后，可进行土壤施肥，要求薄肥勤施

，慎防伤根。 4.防冻：新植大树的枝梢、根系萌发迟，年生



长周期短，积累的养分少，因而组织不充实，易受低温危害

，应做好防冻保温工作。一方面，入秋后，要控制氮肥，增

施磷、钾肥，并逐步延长光照时间，提高光照强度，以提高

树体的木质化程度，提高自身抗寒能力。第二，在入冬寒潮

来临之前，做好树体保温工作。可采取覆土、地面覆盖、设

立风障、搭制塑料大棚等方法加以保护。 此外，在人流比较

集中或其他易受人为、禽畜破坏的区域，要做好宣传、教育

工作。同时，可设置竹篱等加以保护。 新植大树的养护方法

、养护重点，因其环境条件、季节、树体的实际情况不同而

有所差异。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行分析，抓住矛盾的主要方

面，因时、因地、因树灵活地加以运用，才能收到预期的效

果。 （百考试题岩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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