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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市政园林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承

担着美化环境、改善气候、净化空气、提供休闲空间

等多重使命。随着人们对城市景观品质要求的不断提

升，市政园林建设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绿植布置，而是

追求更具视觉冲击力与生态效益的景观效果，大树移

植技术应运而生并得到广泛应用。但同时大树移植也

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大树通常树龄较长，其自身

的生理机能、根系分布以及生长习性较为复杂[1]。即

便大树在移植后存活下来，若缺乏科学合理的养护管

理，也无法长期保持良好的生长态势与景观效果。因

此，深入剖析市政园林施工中的大树移植技术及养护

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2 市政园林施工中大树移植的概念

市政园林施工中的大树移植，是指将在原生地生

长达到一定年限、具有较大树体规格的树木，有计划

且科学地迁移并种植于市政园林特定区域的一项综合

性技术操作。大树胸径一般在15cm以上，树高、冠幅

尺寸较大。大树移植并非简单的树木搬运，它涵盖了

树种挑选、预处理、根系挖掘以及运输、种植等多个

环节。整个大树移植过程需要多学科知识与丰富实践

经验的支撑，以保障大树移植后的成活与良好生长，

达成市政园林美化与生态改善的目标。

3 市政园林施工中大树移植技术

3.1 大树移植前的准备工作

3.1.1 树木选择与评估

在大树移植前，树木的选择至关重要。首先要考

虑树木的品种特性，应优先选择适应本地气候、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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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乡土树种，因其对本地环境具有良好的适应

性，能更好地在新环境中扎根生长。如在北方城市，

银杏、国槐等乡土树种较为适宜。同时，要兼顾景观

设计需求，选择树形优美、树干通直、树冠饱满且无

明显病虫害与机械损伤的大树，确保其移植后能成

为园林景观中的亮点。选定大树后，需进行全面的评

估，评估内容包括树木的年龄、生长状况、根系分布

等。通常，树龄适中的大树移植成活率相对较高，过于

年轻或过于年老的大树在移植过程中面临更多挑战。

3.1.2 移植地点的选择与规划

移植地点的选择应依据园林的整体规划与设计方

案。要考虑大树在园林中的布局位置，使其与周边的

建筑物、道路、其他植物等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统一

的景观效果。如高大的乔木可种植在开阔的草坪区域

或作为园林道路的行道树，起到遮荫、引导视线的

作用。表1所示为建筑物与大树水平距离的要求。此

外，在规划移植地点时，还需对土壤条件进行详细分

析，确保土壤的质地、肥力、排水性、透气性等能满

足大树生长的需求。若土壤条件不理想，需要提前进

行改良，为大树创造良好的生长基础。

表1 建（构）筑物与大树水平距离技术标准

3.1.3 移植时间的确定

大树移植时间的选择直接影响到移植的成活率，

通常，春季、秋季是较为适宜的移植季节。春季在树

液开始流动之前，大树尚未发芽，此时移植对树木的

生理影响较小，且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有利于树木根

系的恢复和生长。秋季则在树木落叶后，树体进入休

眠期，生理活动减缓，此时移植可以减少树木水分的

蒸腾散失，同时根系在冬季来临前有一定时间恢复

生长，为来年春季的萌发奠定基础[2]。然而，不同地

区、不同树种的最佳移植时间可能会有所差异。如在

南方冬季较为温暖的地区，部分树种在冬季也可进行

移植；而一些对温度较为敏感的树种，则需要更加精

准地把握移植时间，避免在极端气温条件下进行移植

操作。

3.2 大树移植的具体操作步骤

3.2.1 树木挖掘与包装

树木挖掘是大树移植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挖掘的

质量直接关系到根系的完整性和树木的成活率。首先

要确定土球的大小，一般土球直径为树木胸径的6—8 

倍，土球高度为土球直径的2/3左右。挖掘时，应先在

树干周围画好土球的开挖线，然后采用锋利的工具沿

开挖线进行挖掘，尽量减少对根系的损伤。在挖掘过

程中，遇到较粗的根系应用锋利的锯子或剪刀进行截

断，避免根系撕裂。当挖到一定深度后，要对土球进

行修整，使其表面光滑，并采用合适的包装材料对土

球进行包装。对于较小的土球，可采用草绳、麻袋片

等软材包装，将土球缠绕包扎；对于较大的土球，可

采用木箱包装，确保土球在运输过程中的稳定性与完

整性。

3.2.2 运输与卸载

大树运输过程中要确保树木的安全、稳定。对于

土球包装好的大树，应将其固定在运输车辆上，避免

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晃动和碰撞。运输过程中要注意对

树木进行保湿、防晒处理，可采用遮荫网覆盖树冠，

并定期向树冠喷水，以减少树木水分的蒸腾散失。到

达移植地点后，要小心卸载大树。先将运输车辆停放

在合适的位置，然后采用吊车等设备将大树缓慢吊

起，在卸载过程中要注意调整大树的方向与位置，使

其按照预定的规划进行种植。

3.2.3 种植与固定

种植前要先挖好种植穴，种植穴的大小应略大于

土球直径，深度应与土球高度相匹配。在种植穴底部

可铺设一层有机肥或疏松的土壤，以提高土壤肥力和

透气性。将大树放入种植穴后，要使树干保持直立，

然后进行填土。填土时要分层进行，每层填土厚度不

宜过大，并轻轻压实，确保土壤与根系紧密接触。填

土至一定高度后，要浇足定根水，使土壤充分湿润，

促进根系与土壤的融合。定根水要浇透，一般可连续

浇灌 2—3 次。浇水后，若发现土壤有下沉现象，应

及时补充土壤。最后，采用三角撑、四角撑或井字撑

等方式，将大树固定牢固，防止其在风雨等自然因素

作用下发生倒伏。

3.3 移植过程中的技术要点

3.3.1 根系保护

根系是大树吸收水分和养分的重要器官，在移植

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根系的保护。在挖掘土球时，要尽

量减少对根系的损伤，对于截断的根系要及时进行处

建（构）筑物名称 与大树的水平间距（m）

公路铺筑面外侧 ≥ 200

道路侧石线 ≥ 100

2m 以上的围墙 ≥ 400

电线杆 ≥ 400

交通指示牌与其他标志 ≥ 150

变压器边缘与交通灯柱 ≥ 500

建筑物外墙门窗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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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可涂抹生根剂，促进新根的萌发。在运输、种植

过程中，也要避免根系受到挤压、碰撞和失水等情

况。对于珍贵或根系较为脆弱的树种，可在挖掘前对

根系进行预处理，如采用根系灌溉技术，使根系周围

的土壤充分湿润，便于挖掘时保持根系的完整性；或

者采用容器育苗技术，在移植前将大树根系培育在容

器中，移植时可直接将容器连同根系一起移栽，减少

根系损伤[3]。

3.3.2 水分平衡维持

大树移植后，由于根系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其

吸收水分的能力会下降，而树冠的蒸腾作用仍在继

续，因此维持树木的水分平衡是提高移植成活率的关

键。在移植前，可对树冠进行适当修剪，减少枝叶数

量，从而降低蒸腾作用。修剪时要遵循保留骨干枝、

去除病弱枝和过密枝的原则，使树冠保持合理的形态

和结构。移植后，要加强水分管理。除了浇足定根水

外，还要根据天气情况和树木生长状况适时浇水，保

持土壤湿润但避免积水。在高温干旱季节，可增加浇

水次数，并采用喷雾等方式对树冠进行保湿；在雨季

则要注意排水，防止根系因积水而腐烂。此外，还可

采用树干输液等技术，直接向树体补充水分和养分，

维持树木的生理平衡。

3.3.3 树冠修剪策略

树冠修剪是大树移植过程中的重要技术手段。合

理的树冠修剪不仅可以减少树木的蒸腾作用，还能调

整树木的形态，促进其生长发育。在修剪时，首先要

对树冠进行整体评估，确定修剪的程度和部位。对于

生长旺盛、树冠较大的大树，可适当重剪，去除较多

的枝叶，但要注意保留一定数量的叶片，保证树木能

够进行光合作用。对于树形优美、具有观赏价值的大

树，应采用轻剪或疏剪的方式，去除病弱枝、交叉枝

和过密枝等，保持树冠的原有形态。

4 市政园林施工中移植大树的养护技术

4.1 水分管理

大树移植后，根系吸水能力减弱，而地上部分仍

有一定的蒸腾作用，因此需精细调控水分供应。移植

初期，定根水的浇水量与浇灌方式须严格把控。通

常，胸径 15—20 cm的大树，定根水浇水量应不少于 

200 L。日常养护中，浇水频率与浇水量依据土壤湿

度动态调整。利用土壤湿度计监测，当土壤湿度低于 

30%（如在一些沙质土壤中），胸径 25 厘米左右的大

树需浇水，每次浇水量约 150—180 L，在春季和秋季

每 4—5 d一次。夏季高温，土壤湿度低于 40% 时即需

浇水，且浇水量增至200—250L，每1—2d一次。以南方

某市夏季为例，连续一周日平均气温33℃以上，对胸径

30cm的榕树每天浇230L水，维持其正常水分代谢。

4.2 病虫害防治技术

病虫害防治是移植大树养护的重要环节，数据化

的监测与防治措施能有效提高防治效果。日常巡查

频率至少每周2—3次。针对不同病虫害，防治阈值和

用药量有明确数据要求。如蚜虫防治，当虫口密度

达到50—100头/百枝时需采取措施。可释放瓢虫，按

1:100（瓢虫与蚜虫数量比）的比例投放，或使用1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喷雾，每株大树用药液量

约 5—8L，能有效控制蚜虫数量。对于鳞翅目害虫，

在卵孵化率达20%—30%时开始防治。可采用20%氯

虫苯甲酰胺悬浮剂3000倍液喷雾，胸径20—25cm的

大树每次喷液量10—12L，根据虫情7—10d喷一次，

连续喷2—3次，可显著降低害虫危害率。在病害防治

方面，如白粉病，当病叶率达到10%—15%时，使用 

25%粉锈宁可湿性粉剂1500 倍液喷雾，每7—10天喷

一次，连续喷3—4次，可有效控制病害蔓延。通过精

准的数据化防治，能在病虫害初期及时控制，减少对

大树生长的影响。

4.3 防冻养护与防灼伤

在寒冷地区，移植大树的防冻养护需依据气温与

树种耐寒性制定数据化措施。冬季来临前，树干包裹

高度一般为1.2—1.8m。如对耐寒性较差的玉兰树，包

裹高度达1.8m，使用厚度为3—5mm的防寒布，能有

效减少树干热量散失。搭建防风障时，防风障高度应

比大树高1—1.5m，如胸径25cm的雪松，设置4—5m高

的防风障，可有效阻挡寒风。土壤封冻前浇封冻水，

胸径15—20cm的大树浇水量100—150L，提高土壤热

容量，使根际土壤温度保持在-5℃以上，降低根系冻

害风险。在防灼伤方面，夏季高温时，可采用遮阳网

对大树进行遮荫，遮阳网的遮光率根据树种和当地光

照强度选择，一般在50%—70%之间。遮荫时间从上

午10点至下午4点左右，避免在高温时段阳光直射大

树。在树干涂白也能起到一定的防灼伤作用。涂白剂

一般由石灰、石硫合剂、食盐和水等配制而成，涂白

高度在1—1.5m左右。

4.4 输液增平衡

大树移植后，输液是维持其体内水分与养分平衡

的重要举措。输液通常在树干基部距地面约30—50cm

处钻孔，钻孔角度与树干呈45°左右，深度达木质部 

3—5cm，孔径约5—8mm。输液配方依据大树需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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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初期多采用含生根剂的水溶液，以刺激根系快速

生长。生长阶段则添加氮、磷、钾及多种微量元素的

营养液，满足树体生长发育所需。输液时间一般持续 

2—3周，期间需密切关注输液管是否堵塞、输液袋液

位变化等情况，确保输液顺利进行，提高其成活率与

生长势。

5 结束语

综上，市政园林施工中的大树移植与养护工作举

足轻重，通过严谨的移植技术操作与科学的养护管

理，能够让大树在新环境中扎根生长，为城市园林增

添壮丽景观与浓郁生机。这不仅要求园林工作者具备

精湛专业技能，更需其怀有高度责任感。在未来实践

中，应持续深入研究优化技术细节，提升市政园林施

工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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