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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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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Tree Resources in Yuancheng District, Heyuan City, 
Guangdong, China

叶心芬
YE Xin-fen

摘要：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和走访当地群众，对

河源市源城区的古树进行逐株调查。结果表明：源城区共有古树

86株，隶属于16科19属22种，以榕树Ficus microcarpa、破布木

Cordia dichotoma、樟Camphora officinarum为主。源城区古树总

体年轻化，三级古树有83株，二级古树有2株，一级古树只有1
株，为树龄超过800年的黄葛树Ficus virens。古树整体长势良好，

主要作为村前屋后的风水树而得到保护，部分植株衰弱和濒危的

主要原因有城市快速开发扩张改变其立地条件，管理和保护不到

位，以及病虫害侵扰等。根据调查结果，对源城区古树资源的管

理和保护提出了完善古树档案、充分挖掘古树背后的文化和景观

价值等建议。

关键词：古树；植物资源；源城区；植物保护

中图分类号：Q94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23）06-0010-03

收稿日期：2022-10-14

修回日期：2023-02-16

Abstract： Based on reviewing historical data, ancient trees in 
Yuancheng District of Heyuan City are investigated plant by plant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visiting the local people. The results 
show 86 ancient trees in Yuancheng District, belonging to 16 
families, 19 genera and 22 species, with Ficus microcarpa, Cordia 
dichotoma and Camphora officinarum as the main ones. The ancient 
trees in Yuancheng District are generally young, with 83 third-
grade ancient trees, 2 second-grade ancient trees, and just 1 first-
grade ancient tree, the Ficus virens, which is over 800 years old. 
The overall growth of ancient trees is good and they are mainly 
protected as Fengshui trees in front of and behind village houses.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weakening and endangerment of some 
of the plants are the changing of the site interpretation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city, lack of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and infestation by pests and diseases.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for the management 
and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tree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archives 
of ancient trees, and to fully explore the cultural and landscape 
values of the ancient trees in Yuancheng District.

Keywords： Ancient trees; Plant resource; Yuancheng District;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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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活化石的古树饱经风霜，

见证岁月变迁，既是自然与人文历史

交融的产物，也是生态文明程度的重

要标志 [1~2]。其具有重要的科学、经

济和文化价值 [3~4]，同时对研究其所

在地的历史文化、环境变迁、植物种

类分布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5~6]。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古树是绿水青山的一部

分，同时承载着一代代人心灵深处最

温馨美好的记忆和割舍不下的乡愁。

保护古树就是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的

精神家园，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之一。古树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是

历史赋予人们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

绿化事业的重要内容 [7~9]。

为精准保护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

的古树资源，本文结合原有普查数据

和历史资料等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分

析源城区的古树资源特征，以有效掌

握资源现状，并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

管理建议。

1 研究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地自然概况
源城区为广东省河源市辖区，地

处广东省东北部、河源市南部，属亚

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年平均气温21.4℃，极端最高气

温39.3℃，最低气温 -3.8℃，年平均

降雨量1 953.2 mm，植被类型以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为主 [10]。

1.2研究方法
根据广东省绿化委员会、广东省

林业调查规划院制定的《广东省古树

名木普查工作操作细则》（以下简称

“《细则》”），古树指树龄在100a以上

的树木，树龄 500a及以上的为一级

古树，树龄在300~499a的为二级古

树，树龄在100~299a的为三级古树。

在原有普查数据和历史资料的基

础上，按照《细则》，于2021年10—
11月通过实地调查、走访当地群众等

方法开展全区范围古树调查，内容包

括准确鉴定树种，测量并记录树高、

胸径、冠幅、地理位置、生长环境及

管护现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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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种类组成
源城区共有古树 86株，隶属于

16科19属22种①（表1）。其中，大戟

科、漆树科、山茶科各包含2属，其

他各科仅含1属。其中榕树最多，有

25株，占总数的29.07%，其次是破

布木和樟，分别占总数的10.47%和

8.14%。这些古树绝大多数为乡土植

物，均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常见

树种，为该地带典型的代表性植物，

具有很明显的地域特色。本结果与许

东先等 [11]、谢丽宏等 [12]和魏丹等 [13]

调查结果相似，古树中均为乡土树种

占优势。

2.2树高、胸径、冠幅以及树龄结构
源城区古树的平均树高为13.7 m，

其中最高的为木荷，高29.0 m；树高

主要集中在10.0~15.0 m（不含15.0 m），
有47株，占总数的54.65%（图1）。胸

径均值为102.3 cm，胸径最大的为一

级古树黄葛树，达 233.4 cm；胸径

主要集中在50~150 cm，共77株，占

总数的89.53%（图2）。冠幅平均值

为14.6 m，冠幅最大的为九重门公园

的榕树，达 35 m；冠幅主要集中在

10~20 m，共48株，占总数的55.81%
（图3）。

源城区古树以三级古树为主，共

有83株，其中100~199a的有77株，

占古树总株数的89.53%。二级古树有

2株，为枫香树和假苹婆。一级古树

有1株，为黄葛树（图4），迄今为止

树龄已达822a，其大约生长于宋代。

2.3 地理分布
源城区的古树主要分布在村前

屋后的风水林及东江、新丰江水系两

岸，这种分布特点与源城区的客家文

化及其地理位置息息相关。河源作为

客家人最主要的发源地和集中地之

一，有着浓厚的客家文化 [14]。客家人

比较注重风水，常常在村落后山脚、

半山腰、村前河边以及房屋周围等

栽种树木，形成“风水林”，认为其

可以阻挡煞气、庇佑子孙 [15~16]，同时

也非常注重对风水林的保护。久而久

之，保护得当的风水树便成了如今的

古树。此外，源城区地处东江、新丰

江两江交汇处，古代水利发达，人们

依水而居，各种迁徙活动也常沿着水

系进行，因此源城区的古树中有很多

分布在东江新丰江两岸。 
2.4 生长现状

依据《细则》中的生长势分类，

源城区的古树中正常株有 65株，占

总数的75.58%；衰弱株有15株，占

总数的17.44%；濒危株6株，占总数

的6.98%。由此可见，源城区古树整

体生长状况良好，枝繁叶茂，但也有

部分古树处于衰弱甚至濒危的状态。

造成古树衰弱或濒危的原因很多，其

中，立地环境的改变是最直接、作用

最大的影响因素。河源市源城区的辖

区是原河源县的一部分，原河源县从

南齐永明元年（483年）建县至1988
年有1 500多年的历史。1988年1月，

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河源县，设立河源

① 采用恩格勒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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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横坐标 [0,5)表示树高在0~5 m（不含5 m），

其他坐标按此类推，下同

图1 树高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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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胸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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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冠幅分布情况

表1 古树种类和数量

序号 植物学名 株数 序号 植物学名 株数

1 榕树Ficus microcarpa 25 12 杧果Mangifera indica 3
2 破布木Cordia dichotoma 9 13 阳桃Averrhoa carambola 2
3 樟Camphora officinarum 7 14 枫香树Liquidambar formosana 2
4 木棉Bombax ceiba 5 15 红锥Castanopsis hystrix 2
5 龙眼Dimocarpus longan 4 16 桃叶石楠Photinia prunifolia 1
6 秋枫Bischofia javanica 4 17 乌桕Triadica sebifera 1
7 斯里兰卡天料木Homalium ceylanicum 4 18 雅榕Ficus concinna 1
8 假萍婆Sterculia lanceolata 3 19 紫薇Lagerstroemia indica 1
9 黄葛树Ficus virens 3 20 华南皂荚Gleditsia fera 1
10 木荷Schima superba 3 21 岭南酸枣Spondias lakonensis 1
11 锥Castanopsis chinensis 3 22 山茶Camellia japonica 1

市，原河源县设源城区和郊区（后

改为东源县）。此后，源城区城市扩

张速度较快，房屋建造、市政施工、

道路硬质化等对古树的立地环境、

生存空间造成了很大影响，使古树

数量急剧减少，这也说明城市粗放

无序的快速开发扩张对古树的保护

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外，对部

分古树的管护不到位，在树穴内随

意堆放建筑材料、乱倒污水等行为

时有发生，致使土壤理化性质发生

变化，进而引起古树根系坏死腐烂；

部分古树遭受白蚁等病虫害或寄生

植物缠绕绞杀，却未得到及时治理；

还有部分古树在自然灾害如台风等

发生前后没有得到有效的防护和救

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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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权属
源城区古树的权属为国有、集体

所有和个人所有3种。国有古树共50
株，占总数的 58.14%；集体所有古

树31株，占总数的36.05%；个人所

有古树5株，占总数的5.81%。由此

可见，属于国家和集体的古树占比较

大，属于个人的古树非常少。

3 结论与讨论

由调查结果可知，源城区古树具

有总体偏年轻、数量相对较少、健康

状况良好等特点，主要分布在村前屋

后的风水林及东江、新丰江水系两

岸。古树种类组成以乡土树种占优

势，包括具有观赏价值的榕树、破布

木、樟等，和具有经济价值的龙眼、

杧果、阳桃等，充分表现出地方特

色。由此可见，源城区的古树种类是

当地自然环境条件、文化审美和经济

活动共同选择的结果。

源城区古树整体长势良好，但仍

有部分古树生长衰弱甚至濒临死亡，

立地环境的改变是最主要的原因。因

此，在源城区城市开发或扩张过程

中，务必注重考虑对古树的保护，留

足生存空间，避免机械损伤，尽可能

减少对古树立地环境的影响。具体保

护建议如下：1）应加快建立完善古

树档案，建档立卡，编号挂牌，明确

特定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将古树管

理纳入林长制考核范畴，严格监督考

核，通过细化职责、强化监督，压紧

压实古树名木养管责任。2）应加大

资金投入，积极拓宽资金渠道，鼓励

社会各界以多种形式参与古树名木保

护，建立以各级政府资金为主体的多

元化资金体系，设立古树保护专项经

费，纳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为古树

的濒危抢救、病虫害防治、弱株复壮

及日常养护提供固定的资金保障。3）
结合河源市林业资源丰富、破坏古树

违法犯罪行为发现难度大等特点，林

业、公安、住建等部门应积极开展联

合整治专项行动，加强组织领导，加

强分工协作，多渠道、多方面收集线

索，对破坏古树名木违法犯罪行为进

行全面梳理排查，认真摸清资源底数

和问题底数，强化信息共享，联合打

击破坏古树违法犯罪活动。4）应加

强宣传教育，提高古树知名度，增强

全社会生态保护意识，让“保护古

树，人人有责”的理念深入人心，形

成全民保护古树的浓厚氛围。

同时，利用是最好的保护，应加

强对古树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充

分发挥“活化石”的“绿色动力”。

应充分挖掘古树背后的文化和景观价

值，做到古树保护的“生态化”与

“人文化”并重，通过建设古树公园、

绿美古树乡村、古树研学基地、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文创产品研发等多种

形式，用好用活古树资源，展现古树

价值；通过现代化创新手段，构建

“古树文化体系”，实现古树保护智慧

管理。

注：图1~3为作者自绘，图4为肖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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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源城区一级古树黄葛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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