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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树木健康诊断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树木安全诊断的总体要求、一般步骤、测定指标、测定方法和判定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行道树、小区公园绿地乔木的安全诊断和评估，不适用于古树名木。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树干敲击异常音 abnormal sound of trunk

用木槌敲击树干时，由于树干内部空洞或者腐朽等原因，导致声音与正常树干声音有差别的现象。

2.2

最大受害部位宽度与树干周长比 rate of maximal injured width to trunk circumference

树木出现树皮损伤、腐朽或木质部开裂等情况时，测量受害部位宽度总和的最大值及受害部位所在

位置树干周长，前者占后者的比率即为其最大受害部位与树干周长比。

2.3

偏冠度 crown inclination

树冠投影的中心偏离主干的距离占树冠半径的比，一般为0-1。

3 诊断程序

先进行树木基本情况调查，再进行安全诊断。安全诊断步骤分为初步诊断和精细诊断。

基本情况调查共2类5个指标。主要调查：1）树木长势，指标包括树高、胸径、冠幅、枝下高；2）

树木所在位置。基本情况调查表见附录A.1。

初步诊断共12个指标，均进行“有/无”快速判定。初步诊断表见附录A.2。

精细诊断是对初步诊断中安全等级判定为“有安全隐患”树进行的诊断，并由远及近对树木进行拍

照记录。诊断指标共 26个，分树干基部、树干、构成骨架的大枝三个部位进行进一步诊断。精细诊断

表见附录 A.3。

4 基本情况调查

4.1 树木长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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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树高

测量树干基部到树干顶端的高度。

4.1.2 胸径

测量1.3米处树干直径。

4.1.3 冠幅

测量树冠东西、南北方向在地面垂直投影最远点的距离。

4.1.4 枝下高

测量从地面至树冠底端第一活枝的高度。

4.2 树木位置

利用定位系统对树木的位置进行定位。

5 初步诊断

5.1 指标及判定方法

5.1.1 树基松动

用力推树干，树干基部出现晃动现象，记为“有”。

5.1.2 偏冠

有偏冠现象，记为“有”。

5.1.3 主干倾斜

有树干偏离树干基部的垂直方向的现象，记为“有”。

5.1.4 落枝危险性

有大量枯枝，或易折断掉落的、已折断未掉落的枝条，记为“有”。

5.1.5 影响交通

车道侧枝条最低点距地面高度≤4.5m，人行道侧枝条最低点距地面高度≤2.5m，记为“有”。

5.1.6 树皮损伤

树干树皮有缺损、腐朽或其他受害，但木质部完好，记为“有”。

5.1.7 木质部开裂

树干木质部有开裂、缺损或其他受害，记为“有”。

5.1.8 蛀干虫害

树干和骨干枝有虫洞、虫孔以及虫粪等能证明蛀干害虫危害的痕迹，记为“有”。

5.1.9 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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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有病态表现，如异常肿大、树皮腐烂、有菌类子实体或有不健康液体流出等现象，记为“有”。

5.1.10 树干异常音

若树干有异常音，记为“有”。

5.1.11 根部腐朽

用钢棒斜向下 45°戳探树干根基部一周，若能插入，记为“有”。

5.1.12 根部裸露或隆起

若存在根部裸露或隆起，记为“有”。

5.2 初步诊断结果判定标准

依据12个指标的调查结果，将树木划定为安全和有安全隐患两个等级：

•安全——含“树基松动”在内的9项及以上为“无”。

•有安全隐患——“树基松动”为“有”，或有4项及以上为“有”。该类树木需进行精细诊断。

6 精细诊断

6.1 树干基部、树干、构成骨架的大枝三个部位相同诊断指标及判定方法

6.1.1 树皮损伤比例

若仅树皮有缺损、腐朽或其他受害，但木质部完好，则测量计算最大受害部位与树干周长比，≤1/3

判定为“轻度”，1/3-1/2为“中度”，＞1/2为“重度”；否则记为“无”。

6.1.2 木质部开裂（未达心材）比例

若木质部产生开裂、缺损或其他受害，钢棒插入的长度＜开裂部位处树干半径，则判断为木质部开

裂未达心材，测量计算最大受害部位与树干周长比，≤1/3判定为“轻度”，1/3-1/2为“中度”，＞1/2

为“重度”；否则记为“无”。

6.1.3 木质部开裂（达到心材）比例

若木质部产生开裂、缺损或其他受害，钢棒插入的长度≥开裂部位处树干半径，则判断为木质部开

裂达到心材，测量计算最大受害部位与树干周长比，≤1/3判定为“轻度”，1/3-1/2为“中度”，＞1/2

为“重度”；否则记为“无”。

6.1.4 蛀干虫害

若有则记录虫害类型、虫孔数量、虫孔直径，并计算最大受害部位宽度与树干周长比，≤1/3判定

为“轻度”，1/3-1/2为“中度”，＞1/2为“重度”；否则记为“无”。

6.1.5 病害

若有则记录病害名称，并计算最大受害部位宽度与树干周长比，≤1/3判定为“轻度”，1/3-1/2

为“中度”，＞1/2为“重度”；否则记为“无”。

6.2 树干基部的其他诊断指标及判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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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树基松动

用力推树干，若树干根基部出现晃动现象，则判断为“重度”；否则记为“无”。

6.2.2 根部腐朽

用钢棒斜向下45°戳探树干根基部一周至少4个点，若可深入其表层或心材，测量钢棒插入的长度，

≤5cm判定为“轻度”，5-20cm为“中度”，＞20cm为“重度”；否则记为“无”。

6.2.3 根部裸露或隆起

若根部裸露或隆起不超出树埯，则测量裸露根系占树埯面积的比，≤1/3判定为“轻度”，1/3-1/2

为“中度”，＞1/2为“重度”；若超出树埯，则判定为“重度”；否则记为“无”。

6.3 树干的其他诊断指标及判定方法

6.3.1 空洞率

用木槌敲击，若有异常音，则用精密仪器测量空洞率，≤30%判定为“轻度”，30%-50%为“中度”，

＞50%为“重度”，并标记高度；否则记为“无”。

6.3.2 主干倾斜

观察主干是否倾斜，若有则测量倾斜程度，≤10°判定为“轻度”，10°-30°为“中度”，＞30°

为“重度”；否则记为“无”。

6.3.3 分叉部位异常

观察树干分叉部位处是否异常，若仅存在龟裂或卷皮现象判定为“轻度”，出现腐烂现象但未形成

明显空洞判定为“中度”，可见明显空洞判定为“重度”；否则记为“无”。

6.4 构成骨架大枝的其他诊断指标及判定方法

6.4.1 偏冠

若存在偏冠现象，偏冠度≤1/3判定为“轻度”，1/3-1/2为“中度”，＞1/2为“重度”；否则记

为“无”。

6.4.2 枯枝

若存在枯枝，枯枝率≤1/3判定为“轻度”，1/3-1/2为“中度”，＞1/2为“重度”；否则记为“无”。

6.4.3 修枝留茬

若有修枝留茬，1个判定为“轻度”，2或3个为“中度”，＞3个为“重度”；否则记为“无”。

6.4.4 阻碍交通（车道侧）

若车道侧树冠最低点距地面高度4m-4.5m为“轻度”，3.5m-4m为“中度”，≤3.5m为“重度”；＞

4.5m记为“无”。

6.4.5 阻碍交通（人行道侧）

若人行道侧树冠最低点距地面高度2.2m-2.5m为“轻度”，1.9m-2.2m为“中度”，≤1.9m为“重度”；

＞2.5m记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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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部位判定标准

以最严重的症状为准，对树干基部、树干、构成骨架的大枝判定，判定各部位危险程度为4类：无

危险、轻度危险、中度危险、重度危险。

6.6 精细诊断结果判定标准

精细诊断结果分为3级：1级（轻度危险）、2级（中度危险）、3级（重度危险）。以危险程度最严

重的部位判定结果为精细诊断结果。

6.7 拍照记录

对精细诊断树木由远及近进行拍照记录，包括全景照、树木整体照、部位问题照。

7 诊断结果

综合初步诊断和精细诊断判定，将树木健康（安全）等级分为4级：

•0级（安全）——初步诊断中，含“树基松动”在内的9项及以上为“无”。

•1级（轻度危险）——初步诊断中，“树基松动”为“有”，或有4项及以上为“有”，精细诊断

中3个部位均为“轻度危险”。

•2级（中度危险）——初步诊断中，“树基松动”为“有”，或有4项及以上为“有”，精细诊断

中3个部位有不少于一个为“中度危险”，其他均为“轻度危险”。

•3级（重度危险）——初步诊断中，“树基松动”为“有”，或有4项及以上为“有”，精细诊断

中3个部位有不少于一个为“重度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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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基本情况调查及各级诊断表

表A.1给出了基本情况调查表。

表 A.1 城市树木基本情况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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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给出了初步诊断调查表。

表 A.2 城市树木健康初步诊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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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给出了精细诊断调查表。

表 A.3 城市树木健康精细诊断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