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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树木修剪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原广州市园林科学研究所）是广州市一家专

门从事城市园林绿化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常年承担古树养护项目，如“广州市古

树名木日常巡查和诊治（2006-2022）”、“天河区古树名木日常咨询与诊治

（2010-2017）”、“海珠区古树名木维护项目（2019-2023）”等，承担广场、

公园、道路树木养护项目，如“花城广场绿化养护技术服务”、“机场高速绿化

景观养护项目服务”、“人民公园维护项目”等，也承担资源圃养护项目，如广

州市科技计划项目“广州园林科技资源圃运行项目（2013-2023）”等，在树木

养护修剪工作方面积累丰富经验。

2019年 8月，在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支持下，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

院成功申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项目《城市树木修剪技术规范》。项目成

功立项后，我院迅速组织植物养护主要管理和技术人员，组建了标准编制小组。

收集和整理了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行业和地方标准、先进技术等文献资料。工作

小组与白云区、荔湾区、番禺区、南沙区、海珠区等多家养护单位和物业公司交

流，充分调研修剪工作实际情况，与广大同行进行广泛深入交流。在大量文献资

料、实地调研、经验交流、技术总结的基础上，完成《城市树木修剪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

编制人员：代色平、陈莹、刘国锋、倪建中、郑锡荣、张俊涛、王伟、马晓

燕、曾斯婧、陈舒娜。

二、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编制原则



2

按科学性、先进性、可操作性原则编制，引用文件有：

CJJ/T 91-2002 园林基本术语

CJJ75-2023 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

DB4401/T 6-2018 园林绿地养护管理技术规范

DB4401/T 167-2022 行道树种植养护技术规范

DB11/T 213-2022 城镇绿地养护技术规范

GB50545-2010 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50061-2010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二）主要内容及确定论据

1 主要内容

本规范规定了乔木修剪的相关术语和定义、修剪原则、修剪类型、修剪技术、

常见树形修剪、修剪步骤、安全文明作业和档案管理。

2 确定论据

（1）术语及定义

本规范使用的术语和定义参考情况如下：骨干枝、冠高比参考《园林树木整

形修剪学》（李庆卫，2018）；枝下高、净空高、三锯法参考 DB4401/T 167-2022

行道树种植养护技术规范和 CJJ75-2023 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枝条树皮脊线、

枝条领环参考《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植物学指南》（杰夫‧霍奇，2016）和《园林

树木整形修剪学》（李庆卫，2018）；疏剪、缩剪参考 DB11/T 213-2022城镇绿

地养护技术规范，同时术语定义结合树木修剪的实际工作稍微调整。

（2）修剪原则

结合多年城市树木健康巡查、养护和修剪的工作经验，提出了树木修剪四大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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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循安全修剪原则。树木修剪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危险，把威胁人、车、

物安全的枝条修剪放在第一位，尽量提前消除隐患。

2）遵循因树因地原则。树木修剪需考虑树种、生物学特性、年龄阶段，同

时还需考虑所处位置和园林用途。生物学特性主要指树木的顶端优势、干性、层

性、开花位置和花芽分化的时间，枝条的萌芽力、成枝力等；树龄主要考虑树木

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生长势和伤口愈合能力；所处位置主要考虑种植位置、种植层

厚度、树木与周边环境间的关系等；园林用途主要有行道树、庭荫树、孤赏树、

风景林、防护林等。

3）遵循少修浅修原则。树木修剪也需考虑树体结构、枝条类型和树冠形状，

树体结构主要是指树木的主干、中心干、一级分枝、二级分枝等；树冠是树体的

分枝能力、分枝角度及构成树冠的空间结构，常见有棕榈形、尖塔形、层托形、

卵形、球形、伞形等。一次的修剪量要少、浅。《图文精解园林树木修剪整形》

（韩玉林，2016）和《园林树木整形修剪学》（李庆卫，2018）中都提及“树木

生长期间，树液流动旺盛，修剪量不宜过大。如果修剪过量，会造成树体过度消

耗能量，滋生萌蘖枝、徒长枝；如果内膛修剪过量，剪后会使枝条过度伸长，易

劈裂，不抗风雨。幼龄树一次修剪量不得超过总叶量的 25%，成年树一次修剪量

不得超过总叶量的 20%，老年树一次修剪量不得超过总叶量的 15%。”“树体

下部枝条去除过多，会萌生徒长枝，促使树木生长更高。树高 1/2以下的部位应

留一些大枝，即最好保证冠高比＞0.6，利于树干结构稳定。”《树木管理手册》

（香港）中的提及“过度修剪过妨碍树木健康生长，每年疏剪比例应占活树冠的

10%至 15%，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超过 25%，尤其是成熟的树木。”“提升后的

树冠比应超过 60%，提升树冠的工作最好可以循序渐进地在数年内进行。”因此，

本规范一次性修剪量从严规定，不得超过原树冠的 15%，冠高比不得低于 0.6。

修剪实际需要考虑树体的树体结构和树冠形状，避免结构枝遭到破坏，尽可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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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过度修剪对树体造成的伤害，因此规定最大修剪量和最小冠高比。

4）遵循规范操作原则。树木修剪是具有一定的危险系数，可能会发生车辆

碰撞、树枝掉落、人员坠落、人员摔倒、器械伤人等情况，因此在修剪作业过程

中一定要规范操作，小心谨慎、确保安全。

（3）修剪类型

包括常规修剪、安全修剪和台风等应急修剪三种。

1）常规修剪。是为调节树木生长和发育，调节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的比例，

调节营养物质和水分的运转和分配，减少病虫害发生，促进树木健康生长，定期

开展的树木修剪工作。介绍了各类型乔木修剪时期、威胁中心干的枝条修剪、树

冠浓密的枝条修剪和观花树木的修剪。

2）安全修剪。是为杜绝安全隐患，对威胁树、人、车、物安全的枝条进行

修剪。枝下高、净空高高度参考 CJJ75-2023 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 4.3规定和

DB4401/T 167-2022行道树种植养护技术规范 5.5.2规定。与交通设施之间的安全

距离参考《行道树种植养护技术规范》DB4401/T 167-2022中 5.5.2规定，道路交

叉口的视距三角形范围内无遮挡视线参考 CJJ75-2023 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规

定。老城区树木与楼房紧挨，建议最小水平修剪距离为 0.3-0.5 m；新建道路应

预留种植位置，并根据新种树木生长规律远期效果考虑，注意树木与楼房之间的

种植间距，建议水平修剪距离保持 1.5-2.0 m。架空电力线架设和修剪安全距离

参考 GB50545-2010 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和 GB50061-2010

66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规定。

3）台风等应急修剪。是为应对强对流天气、台风等极端天气或者面临突发

事件等紧急情况时的修剪。广州地处南亚热带，植被为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

气候为典型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多台风，降雨量大。台风来临前，以确保安全

为前提，根据树木生长特性兼顾绿化景观效果，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进行修剪。台

风之后，根据树龄和根系、枝干损害程度采取不同的修剪措施。电力线附近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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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修剪应优先保障作业安全。

（4） 修剪技术

1）修剪内容。根据树冠修剪效果分为树冠疏剪、树冠缩剪和树冠提升三类，

分别介绍每种类型需要修剪的枝条类型和适用范围。

2）修剪方法。实际修剪操作常用到一刀法、三锯法和吊绳法等修剪方法，

一刀法和吊绳法结合树木修剪的实际工作归纳总结，三锯法参考 DB4401/T

167-2022行道树种植养护技术规范。

3）修剪位置。根据整枝剪除和培养新枝的目的，分别规定修剪位置以增加

树木伤口愈合概率。脊线和领环位置判断参考《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植物学指南》

（杰夫‧霍奇，2016），《图文精解园林树木修剪整形》（韩玉林，2016）和《园

林树木整形修剪学》（李庆卫，2018），并结合广州地区常见树种枝条的观察情

况，进行归纳和总结。

4）剪口或切口的要求。根据调查发现，发现直径≤5.0 cm 的切口愈合率为

75%，5.0 cm＜直径＜10.0 cm的切口愈合率为 35%，直径≥10.0 cm的切口愈合

率为 10%，伤口愈合情况也与树种、切口位置、树龄有关，因此建议非必要不宜

修剪直径超过 5 cm的枝条。规定剪口或切口应平滑、整齐、不留桩、不撕扯树

皮。

5）剪口或切口的处理。树木修剪后出现伤口，需要进行杀菌和涂抹伤口保

护剂处理，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去除细菌避免伤口感染，涂抹伤口保护剂可以阻隔

空气和水分，保护伤口免受更深的损害。

（5） 常见树形修剪

广州地处南亚热带，植被类型以常绿阔叶乔木为主，伴有落叶或半落叶乔木、

常绿针叶乔木，树木类型的多样为修剪工作增加多样性和复杂性。为梳理修剪要

点，将以树形为划分单位，介绍其树干结构特点和总结修剪重点。根据树形归纳

为阔叶树种树形、层托形、尖塔形和乔木状棕榈形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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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修剪步骤

凭借修剪的理论知识和实操经验，总结出三个步骤，方便大家操作。

1）观察树体、明确目的。城市树木是城市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城

市树木修剪是园林绿化养护重要工作之一。其目的是为了保持树木健康和美观，

是为了提高树木的抗风抗雨能力，是为了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是为了协调树木与

周边环境的矛盾关系，因此在修剪作业前，需要对树木自身树形结构及其周边环

境进行了解，明确为什么修剪，通过修剪解决什么问题。

2）制订方案、准备工具。广州市绿化条例（2022年）第三十九条规定树木

修剪需要编制修剪方案，以达到科学修剪和安全修剪目的。修剪方案大纲内容应

包括树木概况、修剪目的、修剪内容、安全文明施工措施四个部分，依次具体介

绍树木位置、树种、数量、胸径等基础情况及树木周边环境，介绍树木存在的问

题和修剪目的，介绍修剪对象、修剪时间、修剪方式和剪后处理等内容，介绍修

剪人员、修剪机械设备和文明施工等内容。后续按照实施方案准备作业中需要用

到的机械设备工具等。

3）协调作业、实施修剪。修剪作业是团队作业，车辆驾驶人员、地面辅助

人员与修剪技术人员之间需要相互配合。安全着装、区域围蔽后方可按照修剪方

案开始修剪。

（7）安全文明作业

修剪作业涉及机械、设备、梯子使用，甚至会是高空作业，涉及行人和车辆，

本着安全第一，本条从安全文明施工角度进行阐述。主要规定人员着装、作业区

域围蔽和作业时间要求，以及作业时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约束。

（8）技术档案

包括建立和管理，规定技术档案的组成，以便查阅和原因分析。

（9）附件

1）附录 A 枝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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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枝条的类型多样，根据专业书籍《园林树木整形修剪学（第 2版）》（李

卫文，2018）中枝条的特点进行分类，并给出枝条的定义，绘制枝条类型示意图，

便于识别。

2）附录 B 不当修剪

罗列出常出现的树木不当修剪的类型及其示意图，期望今后的修剪作业中不

再出现此类现象，起到警示作用。

三、 项目涉及技术在广州市的基本情况

据统计，全市行道树数量约 59.5万株，每年台风季节防风修剪和冬春两季

树木修剪量大，其中 2022年 10月至 2023年 9月期间，全市共修剪树木约 27.2

万株，其中公共绿地树木修剪约 26万株，技术指导单位、小区内树木修剪约 1.2

万株。树木修剪的工作量巨大，涉及公园、道路、小区、单位、广场等众多场所，

树木不当修剪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编制《城市树木修剪技术规范》以科学指

导修剪，改善不规范、不美观、乱修滥剪的现象，提升绿化养护质量，维护城市

绿化景观。

四、项目的目的和意义

树木是城市园林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景观营造、改善生态环境、缓

解热岛效应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树木修剪是树木养护管理中的重要措施，不

仅能改善树冠通风透光性，能降低病虫害发生率和蔓延势，还能调整植物生长势，

保持树木良好的枝干形态和生长状态，是确保公共安全、树木健康、服务民生的

重要环节。

2021年 5月，国家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2021〕19号）；2021年 11月，下发《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 广州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印发<广州市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面对实际修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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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不时发生的过度修剪、不合理修剪的现象，积极应对城市发展中绿化树木

保护工作，提出科学修剪的养护措施，同时响应《广州市绿化条例》（2022年）

推出树木修剪方案。树木修剪是一门综合性技术，需要具备植物学、生物学、生

理学、园林学、美学等专业理论知识。因此，急迫提出编制地方标准《城市树木

修剪技术规范》，旨在专业指导绿化人员进行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修剪工作。

规范中结合广州实际，强调修剪原则，细化“如何修剪”的内容，介绍修剪的基

本原理和科学内涵，使得《城市树木修剪技术规范》内容更加完善，指导更具操

作性。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广东省

地方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广东省地方标准均

无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结果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实施广州市地方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技术标准属于推荐性标准，为了加强贯彻力度，建议政府部门以规范性文

件的形式发文，要求在广州城市绿地的乔木养护修剪依据本规范指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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