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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古树资源特征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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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加强对古树的科学保护与管理，通过访谈估测法、文献追踪法、树龄与胸径回归模型估

测法等方法，对河源市的古树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古树数量共计 1995 株，集中在红锥 Castanopsis 
hystrix、榕树 Ficus microcarpa、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木荷 Schima superba、雅榕 Ficus concinna
等观赏树种以及龙眼等经济树种；2）古树树龄相对集中，主要属于三级古树，平均年龄为 195.56 a；
3） 古树分布特征差异明显，主要集中在丘陵与山区县域，尤以客家乡村最为密集；4）古树健康状况总体

较好，受虫害及建设扰动使部分古树出现衰弱与濒死情况；5）古树生长状况较佳（P<0.01）。研究指出，

古树保护即将进入一个科技与文化并重的时代，需要做到依照古树类型、古树年龄、文化区域、健康状

况、生长系数等多要素兼顾的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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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scientific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ancient trees, the ancient 
trees in Heyuan city were studied by the methods of interview estimation, literature tracking, tree age and DBH 
regression model estimation, etc.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total number of ancient trees was 1,995, mainly 
including the ornamental trees such as Castanopsis hystrix, Ficus microcarpa, Liquidambar formosana, Schima 
superba , Ficus concinna, Castanopsis carlesii, Celtis sinensis , Althingia gracilipes and Photinia davidsoniae , and 
economic trees such as Dimocarpus longan that can pick fruits. From the structu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2) The age of ancient trees is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mainly belonging to tertiary ancient tree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195.56 a. 3)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trees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mainly concentra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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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yuan county, Heping county, Lianping county and Longchuan county, among which the countryside is the 
most dense. 4) Ancient trees are in good health on the whole, and some of them are weak and dying due to insect 
pests and construction disturbance. 5) The growth status of ancient trees was better and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ree height and DBH, tree height and 
crown width, and between DBH and crown width of ancient trees in Heyuan city (P < 0.01). According to the 
study, the scientific protection of ancient trees should be carefully controlled according to plant types, plant ages, 
cultural regions, health conditions and growth conditions.

Key�words�　Heyuan city；ancient trees；species；tree-age；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growth status

“古树”是指树龄在 100 a 及以上的树木，其

本身不仅是一道独特的绿色风景线，也是一个地区

历史文化、气候变迁的记录者，因其能客观记录和

生动反映了社会发展和自然变迁的痕迹而享有“活

化石”、“古文化”、“国宝”、“活文物”等美称 [1-2]。

我国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保存下了大

量古树，加之地域广阔、使得古树种类多样 [3]，然

而古树本身具有不可再生的、无法复制替代的特

点，是珍稀濒危的植物资源，长期以来由于人为因

素和自然因素的耦合效应影响，古树的衰老死亡、

数量减少及分布缩小现象时常发生 [4-5]，因此对古

树进行合理的保护和管理显得尤其重要。

古树的存量与分布不仅受历史遗留与自然约

束的直接影响，还受地方文化的间接影响。河源

市隶属广东省，区域历史悠久，是东江流域客家

人的聚居中心，有几千年的建城史；区域自然条

件适宜，适宜各类古树名木生长；区域文化兴盛，

具有较好的环境保护传统。因此该地区的古树资

源具有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保护良好等特征，

是广东古树分布的典型区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伴随着古树的自然衰亡和城乡发展建设所导致的

系统破坏，河源市古树的数量、种类、分布区域

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古树保护意识的增强，

已有专家学者开始对河源市的古树资源进行调查

和研究，如许东先等 [6] 报道了河源市东源县的古

树特征，戴添基等 [7] 调查了河源市的古树名木资

源等，但与河源市古树相关的研究数量较少，且

对其古树资源的调查、分析、保护和利用等的研

究深度较浅，尚未见对河源市古树资源进行系统

评估的研究报道，更末形成古树保护的研究建议。

本文通过调查河源古树的种类与数量特征、空间

分布特征、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等，对河源市全

市的古树资源现状进行系统的分析，旨在为河源

市古树的科学保护和管理提供依据。

1　研究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地自然概况

河源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江中上游，全

境位于 E114°14′~115°36′，N23°10′~24°47′ 之间；

全市面积 1.56 万 km2，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

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1.0 ℃、年降

水量为 1 742.0 mm；森林覆盖率 72.98%，森林资

源丰富。

1.2　研究方法

1.2.1　调查方法 　根据《古树名木鉴定规范》

（LY/T2737-2016）的要求 [8]，通过实地调查、走

访群众等方法，在原有古树的普查数据和资料记

载的基础上对河源市境内的古树（自然保护区除

外）进行实地调查，测量并记录每株古树的树高、

胸径、冠幅、地理坐标、生长环境以及生长势；

每株古树拍照 3 张，并根据《广东植物志》[9]、

《中国植物志》[10] 等进行鉴定，具体数据以更新至

2019 年 9 月 17 日的为准。

1.2.2　树龄判断与古树等级 　采用谈访估测法、

查阅文献追踪法、树龄与胸径回归模型估测法

等 [8] 方法对古树的树龄进行判断。古树等级按照

《古树名木鉴定规范》（LY/T2737-2016）等 [8] 要

求，划分为 3 个等级，树龄 500 a 及以上的为一级

古树，300~499 a 之间的为二级古树，100~299 a 
之间的为三级古树。

1.3　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和图表制作通过使用 SPSS 17.0 统计

分析软件和 Microsoft Excel 2016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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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河源市古树种类组成特征

统计调查数据显示：河源市共有 1 995 株古

树，隶属于 42 科 81 属 117 种（不包含死亡株）。

由表 1 可知，科内属数介于 1~8 之间、种数介于

1~13 之间，古树数量所占比例位于前五的科由多

到少依次为：壳斗科（24.16%）> 桑科（15.90%）

> 金缕梅科（15.40%）> 山茶科（7.78%）> 榆科

（6.62%），这五个科所含古树数量占河源市古树总

量的 69.86%，其余 37 个科的古树仅占古树总量的

30.14%，这说明壳斗科、桑科、金缕梅科、山茶

科和榆科是构成河源市古树的主要成分。

由表 2 可知，在 117 个树种中，古树数量位

于前十的树种分别是红锥 Castanopsis hystrix、榕

树 Ficus microcarpa、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木荷 Schima superba、雅榕 Ficus concinna、米槠

Castanopsis carlesii、朴树 Celtis sinensis、细柄蕈

树 Althingia gracilipes、椤木石楠 Photinia david-
soniae 和龙眼 Dimocarpus longan，共计 1 374 株，

占总株数的 68.87%，比其余 107 个树种所占的比

例（31.13%）更高，这说明河源市古树不同树种

之间的数量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红锥的数

量在河源市古树数量中所占的比例超过 10%。

2.2　河源市古树结构分布特征

河源市的古树树龄分布在 100~1 100 a 之间，

从图 1-A 可知，树龄主要分布在 100~300 a 之间，

平均年龄为 195.56 a；按照国家古树的分级标准，

河源市有一级古树 53 株、二级古树 200 株、三级

古树 1742 株，其中三级古树数量占河源市古树数

量的 87.31%，占绝对优势。

河源市的古树树高分布在 2.9~32 m 之间，从

图 1-B 可知，树高总体呈负偏态分布，主要集中

在 12~27 m 之间，平均树高为 17.92 m；古树胸径

分布在 0.23~19 m 之间，从图 1-C 可知，总体呈

正偏态分布，主要集中在 1.5~5.0 m 之间，平均胸

径为 3.23 m；古树冠幅分布在 1~50 m 之间，从图

1-D 可知，冠幅总体呈正偏态分布，主要集中在

6~24 m 之间，平均冠幅为 16.25 m。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 河源市古树

的树高与胸径、树高与冠幅、胸径与冠幅之间均

具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 P<0.01) ，相关系数分别为

0.865、0.976、0.940，这表明古树越高、胸径和冠

幅也相应越大，具有合理的生物学特征。

2.3　河源市古树的空间分布特征

由表 3 可知，在 8 个县区中，东源县的古树数

量最多，有 734 株，占河源市古树总量的 36.79%；

和平县次之，有 455 株，占总量的 22.81%；连平

县有 265 株，占总量的 13.28%；龙川县有 205 株，

占总量的 10.28%；紫金县有 147 株，占总量的

7.37%；源城区有 86 株，占总量的 4.31%；新丰江

有 63 株，占总量的 3.16%；江东新区古树数量最

少，有 40 株，仅占总量的 2.00%；河源市各地级县

区之间的古树数量分布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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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河源市古树的结构特征

Fig.�1�Structural�characteristics�of�ancient�tree�resources�in�Henyuan�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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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河源市古树资源统计

Table1�Statistics�of�ancient�tree�resources�in�Heyuan�city

序号
Order

科
Family

属数
Genus numbers

种数
Species numbers

株数
Number of individuals

所占数量比 /%
Percentage

1 安息香科 1 1 1 0.05
2 柏科 2 2 6 0.30
3 大风子科 3 4 9 0.45
4 大戟科 2 3 28 1.40
5 冬青科 1 3 30 1.50
6 豆科 8 10 29 1.45
7 杜英科 1 2 2 0.10
8 橄榄科 1 2 11 0.55
9 胡桃科 2 2 30 1.50
10 金缕梅科 3 4 307 15.40
11 壳斗科 4 13 482 24.16
12 蓝果树科 1 1 1 0.05
13 楝科 2 2 8 0.40
14 罗汉松科 1 2 2 0.10
15 马鞭草科 1 1 4 0.20
16 木兰科 2 2 4 0.20
17 木麻黄科 1 1 1 0.05
18 木棉科 1 1 18 0.90
19 木犀科 2 2 49 2.46
20 漆树科 3 3 9 0.45
21 槭树科 1 1 1 0.05
22 千屈菜科 1 1 1 0.05
23 蔷薇科 4 8 84 4.21
24 忍冬科 1 1 1 0.05
25 桑科 2 6 317 15.90
26 山茶科 2 3 155 7.78
27 山龙眼科 1 1 1 0.05
28 杉科 2 2 2 0.10
29 柿科 1 1 5 0.25
30 鼠李科 1 1 10 0.50
31 松科 1 1 20 1.00
32 苏铁科 1 1 1 0.05
33 桃金娘科 2 3 27 1.35
34 无患子科 2 2 77 3.86
35 梧桐科 2 2 4 0.20
36 五加科 1 1 1 0.05
37 银杏科 1 1 5 0.25
38 榆科 3 4 132 6.62
39 芸香科 1 1 3 0.15
40 樟科 6 12 81 4.06
41 紫草科 2 2 21 1.05
42 酢浆草科 1 1 15 0.75

合计 81 117 1 9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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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河源市古树优势资源统计

Table�2�Statistics�of�the�superior�resources�of�ancient�trees�in�Heyuan�city

序号 Order 种 Species 株数 Number of individuals 比例 /%Percentage

1 红锥 Castanopsis hystrix 289 14.49
2 榕树 Ficus microcarpa 181 9.07
3 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163 8.17
4 木荷 Schima superba 153 7.67
5 雅榕 Ficus concinna 123 6.17
6 米槠 Castanopsis carlesii 118 5.91
7 朴树 Celtis sinensis 110 5.51
8 细柄蕈树 Althingia gracilipes 101 5.06
9 椤木石楠 Photinia davidsoniae 72 3.61
10 龙眼 Dimocarpus longan 64 3.21

总计 1 374 68.87

表 3��河源市古树空间分布特征统计

Table�3�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ancient�trees�
in�Heyuan�city

类别
Type

地点
location

株数
Number of individuals

县区 Counties

东源县 734
和平县 455
连平县 265
龙川县 205
紫金县 147
源城区 86
新丰江 63

江东新区 40

范围 Location
城市 63
乡村 1 932

在河源市的古树资源中，共有 1 932 株古树位

于乡村，占全市古树的 96.84%，这表明乡村是河

源市古树的分布点。

2.4　河源市古树的生长状况特征及危害因子分析

由表 4 可知，在一级古树中，正常株有 42
株、衰弱株有 7 株、濒危株有 4 株；在二级古树

中，正常株有 176 株，衰弱株有 21 株，濒危株

有 3 株；在三级古树中，正常株有 1 536 株，衰弱

株有 179 株，濒危株有 27 株。整体来看，属于正

常株的古树数量有 1 754 株，占全市古树数量的

87.92%，这表明河源市古树的总体生长状况良好。

3　结论与反思

3.1　结论及剖析�

由调查可知河源市古树具有数量大种类多、

树龄相对集中、分布差异明显、健康状况良好、

生长情况较佳等特征。

河源市共有古树 1 995 株。其数量与比 2010
年戴添基等 [7] 报道的 629 株相比，有较大幅度的

增加。这主要受调研范围的扩大、调研技术的进

步、树木树龄的增长等要素的影响。树种构成以

红锥、朴树、细柄蕈树等具有观赏价值及龙眼等

具有经济价值的乡土树种为主，所占比例极高。

这说明河源市的古树不仅仅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明显与地方的文化审美及经济活动关联密切。

河源市古树树龄主要分布在 100~300 a 之间，

其峰值约处于 200~250 a，100~150 a 的年轻古树

比例偏低。这个现象值得警惕，这说明主要古树

的种植时间处于 100~150 年前，近代古树增长量

逐步减缓，民间自发或有组织的持续性古树种植

活动逐步减少。

河源市古树分布特征差异明显，主要集中在

东源县、和平县、连平县和龙川县等山地与丘陵

区域，古树在客家与少数民族乡村最为密集。这说

明河源市的古树分布受自然条件及客家文化影响最

表 4��河源市古树生长状况统计

Table�4�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ancient�trees�
in�Heyuan�city

古树
Ancient 

trees

生长状况 Growth conditions

正常株
Normal plant

衰弱株
Weak plant

濒危株
Endangered 

plant

一级 42 7 4

二级 176 21 3

三级 1536 179 27

总计 1754 20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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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12]。客家人村落注重风水，常在村落水口、山

腰或村落后山、村前河边以及宅居周围或庭院内

栽种树木，形成“风水林”。“树长龄，人则长寿”、

“树木茂密，时丁则兴旺”这种思想是他们寄托于

“风水林”的朴素思想，因此榕树、枫香和木荷等

耐贫瘠、生命力较强的树种是构成“风水林”的主

要树种，这与杨期和等 [13] 的研究结果一致。此外，

客家人将高大的古树视为他们的守护神“伯公树”

且不能随意砍伐，即使是在林木破坏严重的年代，

风水林木亦得到较好的保护，这亦是大量的古树得

以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与深圳 [11]、广州 [14] 和香

港 [15] 等地区的古树特征相似。

河源市古树健康状况总体较好，少量受虫害

及建设扰动出现衰弱与濒死情况。究其原因，可

能是古树自身内在随着树龄的增长，生理机能下

降而导致的。但调查者发现，病虫害是影响河源

市古树生长状况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白蚁虫害，

它能通过蛀空树干，使古树生长衰弱；此外道路

和房屋等各种建设对古树生存空间的挤占、树池

和铺装等不规范保护设施的限制，以及人为活动

的频繁干扰等因素均是影响着古树生存状态的重

要因素。

河源市古树生长状况较佳，树高与胸径、树

高与冠幅、胸径与冠幅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P<0.01），这表明河源市古树的生长整体具有合

理的生物学特征，与黄应锋等 [11] 对深圳市古树调

研的结果相似。

3.2　路径与反思�

目前，河源市对古树资源的保护、利用和管

理系统尚不完善。基于河源市古树的总体特征，

保护措施应该逐步做出调整。首先，应加大区域

古树普查的力度与精度，进行大数据管理；应当

基于地方的文化审美与经济诉求加大优势古树的

保护研究，形成地方保护优势。其次，应当重视

未来的“古树”培育，不使古树最终出现断层与

逐步消亡的情况，应与地方居民合作，延续“古

树”种植的传统。再次，应当挖掘客家的“风水

林”、“伯公树”文化，做到古树保护的“生态化”

与“人文化”并重，这才是古树保护的永续之道。

此外，科学运用物理防治、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

等手段，将古树的病虫害有效的控制在经济阈值

范围内 [16-17]；同时划定严格的古树保护区域，限

制不当建设行为。最后，对长势良好的古树进行

数据采集，对其生境模式进行模拟，对其相关参

数进行编程，用于科学评估古树保护的各项生物

性指标。

由此可知，未来的古树保护即将进入一个科

技与文化并重的时代。古树保护需要做到依照古

树类型、古树年龄、分布区域、健康状况、生长

情况等多要素兼顾的精细化管控。这对现行的古

树保护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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