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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防风减灾植物选择与管养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本文件的编制背景是基于自然灾害频发和防风减灾需求迫切的现实情况，其

编制意义在于指导科学选择植物、规范养护管理、提升防风减灾能力以及促进城

市可持续发展。广州市作为沿海城市，经常受到台风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台风过

后，满目疮痍，植物倒伏严重，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清理折断的枝干、扶正倒

伏的植物、更新新的植株，给城市绿化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困扰。这些自然灾害对

城市绿化植被和基础设施造成了重大损失，给城市绿化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困扰与

安全隐患。为了减少台风等自然灾害对绿化树木的损害，降低城市经济损失，提

升城市绿化防风减灾能力，广州市亟需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防风减灾植物选择与

管养技术规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

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广东省及广州市政府积极推动防灾减灾工作的深入开展。

这一技术规范的编制正是响应这些政策与法规要求的具体体现。

承担单位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一直以来关注台风对园林植物的危

害，在每年强台风过后都会进行实地考察和分析，做了大量的工作，如组织相关

人员赴广州市各公园、各区绿化局走访调查树种受灾情况，特别是 2018 年 9 月

发生的强台风“山竹”，对广州地区园林树种受灾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及分析总

结，并基于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强台风“山竹”对广州地区园林绿化树种的影

响调查研究报告”。2018 年-2019年受广东省住建厅委托编制了《广东省沿海城

镇绿化植物防风应用与管理指引（试行）》，并于 2019年 6 月发布。2019 年受

南沙建设局委托，编制《南沙区防风减灾植物选择及管养措施指引》。此外，本

院多年来对园林绿化树种特别是行道树的抗逆性及其适应性进行研究，并先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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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系列相关的研究——“园林绿化新树种的筛选及推广应用的研究”、“彩叶、

观花植物引种及开发应用研究”、“亚运彩叶、观花植物引种与推广应用研究”、

“外来新树种在广州地区的适应性研究”、“园林植物病虫害及天敌资源普查研

究”和“广州市园林植物有害生物预警防控体系建设及其防控技术研究”等等，

并完成了从 2011年至 2020年的广州市地区绿地系统普查工作，研究内容包括绿

化苗木的引种、开发应用、管理养护、病虫害防治以及植物安全性技术检测方面

的研究，编制了非常具有技术指导意义的《广州市园林植物应用规划

（2007-2020）》、《广州市园林植物应用规划（2020-2025）》、《华南园林植

物（乔木卷）》和《华南园林植物（灌木卷）》等等，为广州市防风减灾植物选

择及管养技术规范的制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在相关部门的组织下，已发布和在编的城市园

林绿化行业规范有超过 20 个，包括《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技术规范》、《园林绿

化用植物材料》、《园林种植土》、《绿地土壤改良技术规范》、《屋顶绿化技

术规范》、《 园林树木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园林植物保护技术规范》等。

这些规范的制定，适应广州地区城市绿地建设和管理日益市场化和规范化的要求，

也为进一步编制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相关地方技术规范积累丰富的经验。

本文件 2020年 10月列入广州市市场监督局地方标准编制计划，由广州市林

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承担制定任务。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均是近十多年来从事园

林植物栽培、养护管理工作的专家，在科研及生产中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

为标准的制定打下了良好基础。本文件结合园林绿化施工养护、树种规划、种植

养护等实践经验，整理形成《规范》，指导科学选择植物、规范养护管理、提升

防风减灾能力，增强城市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少自然灾害对城市的破坏和影

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件于 2023 年 6 月完成了初稿，2023 年 8 月邀请本院专家领导对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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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行了内部交流讨论，并根据内部讨论意见进行了修改，2024 年 1 月进行了

第二次内部讨论，并作第二次修改。于 2024年 6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编制原则

按科学性、先进性、可操作性原则编制，引用文件有：

GB/T 51168 城市古树名木养护和复壮工程技术规范

CJ/T 24 园林绿化木本苗

CJ/T 340 绿化种植土壤

CJJ 82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T 91 风景园林基本术语标准

DB44/T268 城市绿地养护技术规范

DB44/T 581 广东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和验收规范

DB4401/T 6 园林绿地养护管理技术规范

DB4401/T 17 园林树木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

DB4401/T 126 古树名木健康巡查技术规范

DB4401/T 167 行道树种植养护技术规范

DB4401/T 201 绿地土壤改良技术规范

本规范的编制依据主要包括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以及广州市实际情

况。同时，参考了国内外先进的防风减灾技术和经验，确保规范的科学性和实用

性。

（二） 主要内容及确定论据

1、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防风减灾树种选择与管养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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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总体要求、树种选择、防风减灾养护管理、灾害管理等方面的要求。

2、确定论据

（1） 术语及定义

本规程使用的术语和定义结合防风减灾实际情况确定。

（2）总体要求

树木的抗风效果、受风害程度除了跟日常管理养护有关系外，其中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因子，就是植物的种植苗木质量及其赖于生存的土壤。苗木选择和养护

质量不过关，严重影响其抗风能力。因此，在总体要求中，苗木质量要求是综合

了生态学、植物学原理以及实际应用经验，结合国际树木学会（ISA)广泛应用于

世界很多国家园林绿化设计及施工的行道树规格标准，提出前期规划设计阶段首

先要确保所选择的苗木具备抗风能力。

树木的抗风效果、受风害程度除了跟日常管理养护有关系外，其中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因子，就是植物的种植苗木质量及其赖于生存的土壤。苗木选择和养护

质量不过关，严重影响其抗风能力。因此，在总体要求中，苗木质量要求是综合

了生态学、植物学原理以及实际应用经验，结合国际树木学会（ISA)广泛应用于

世界很多国家园林绿化设计及施工的行道树规格标准，提出前期规划设计阶段首

先要确保所选择的苗木具备抗风能力。

中央主干是树木的主要支撑结构，它决定了树木的整体稳定性和抗风能力。

根据调查，许多倒伏的树木存在无主根、大根且存在盘根现象等，导致在台

风中无法支撑住树木本身，主要原因是种植的苗木来源于断根缩坨的假植苗或容

器苗。没有明确的中央主干或存在多主干现象，会导致树木在强风等自然力作用

下容易发生倾斜或折断；合理的冠高比还能赋予树木优美的形态，提升园林景观

的视觉效果。泪滴形的树冠形状不仅美观，还能有效减少风阻，增强抗风能力；

螺旋楼梯型的枝条分布有助于保持树木的整体平衡，减少因枝条分布不均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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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力集中现象，同时，较小的分干直径有助于减轻枝条的重量，降低对主干的

压力，从而提高树木的抗风能力，有利于树木的稳定性等。

土壤是树木赖于生存的基础，地下生长条件不满足树木根系生长，导致树木

无法健康生长。有些种植穴土壤质量差，存在很多建筑垃圾。这些条件都制约着

地下部健康生长，而地上部枝条生长量大，造成树体“上大下小”、“头重脚轻”。

在台风天气时，树木立不稳，容易造成倒伏，这也是造成很多树种倒伏的根本原

因，本文件中要求遵循了 DB4401/T 201 等地方或行业标准中的具体规定，保证

植物最基础的条件，苗木质量达到要求，后续管养到位，有利于增强树木抵御自

然灾害的能力。

（3）树种选择

台风是指发生在热带海洋上的一类热带气旋，热带气旋底层中心最大风力达

12 级或以上，在北太平洋上形成的这种强热带气旋则称为台风。当热带气旋底

层中心最大风力达 12级-13 级时，为台风；达 14 级-15 级时，为强台风；16 级

或以上时，为超强台风。台风登陆时，会给登陆点及其周边地区带来长时间的强

风和暴雨。当风力达到 7级以上时，园林绿化树木便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树木受损表现在树皮损伤、枝条折断、严重倾斜、树干折断、连根吹倒等方面，

还有因树木断枝、断干、倒伏引起的造成的人、物安全损失。

根据我院对树木受损的原因调查发现，树种本身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抗风性。

树冠大、枝叶浓密，其树冠受风面大，容易造成树木倒伏，如黄槿、刺桐等；树

体生长快、枝条脆弱，容易造成树木断枝、断干，如南洋楹、红花羊蹄甲、尾叶

桉、印度紫檀、铁刀木等。因此，树种选择要求遵循适地适树原则、抗风性树种

原则、乡土树种优先原则。一是适地适树原则，基于生态学原理，确保所选树种

与种植地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相匹配，以提高其生长稳定性和抗风能力；二

是抗风性树种原则，依据树种风害影响相关研究与与实地观测数据，选择那些根

系发达、枝干坚韧的树种，能有效抵御强风侵袭；三是乡土树种优先原则，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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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树种对本地环境的高度适应性和潜在的抗风优势，应作为抗风树种选择的优

先考虑对象。

树种抗风等级划分综合考虑行道树的抗风性、景观性和恢复能力、树种成龄

的时间、受风灾影响情况等， 分为 4 级。其树种分级主要从树冠密度、木材材

质、树种生长特征、根系等内容进行评估判定。各地 区因风险区等级不同，树

种受损表现有一定差异。但树种规划选择应综合从树种特性出发。

城市绿地防风树种分为道路、小区、公园绿地等，根据不同的绿地功能进行

了树种选择快速路、主干路应保证应急抢险通道畅通，道路、小区风口、风道处

风力大，要求选择种植Ⅰ级抗风树种，作为城市防风林带的公园河岸、岛屿沿岸，

选择湿地植物如落羽杉、水松、木麻黄、桉树等Ⅰ级抗风树种，做到适地适树。

（4）防风减灾植物养护管理

在台风灾害的调查过程中发现，生长不良与病虫害发生的树体往往容易受害，

在常规养护过程中，需加强水、肥、防病虫害等管理，提供良好条件，让树体生

长健壮。

在台风来临前，要特别重视树木的修剪整形与支护，对待冠大浓阴树种，要

及时对树体进行修剪疏空，降低树冠受台风力度；对根系尚未扎深扎实新栽树、

老弱、材质脆弱树木在台风前应进行及时支护，减少风折或倒伏情况发生，起着

加强抗风能力的作用。

存在的原因：1、台风前的树木修剪不到位。树冠浓密的树木，在台风通过

时，形成很强的受风面，经受风力，容易造成倒伏。因此，在台风季节来临前，

对树体进行三级或以上枝条的修剪，保证树体的通透性。2、种植后支撑养护措

施不规范。尤其是新种树种，在种植后做好支护措施，保证根系与土壤的充分接

触，促进根系快速恢复，保护树木在台风中不容易摇摆松动，增加其抗风性。如

果支撑方式不规范或者不到位，会造成大批树木经不起风雨，树体发生严重倾斜

或者倒伏，造成损失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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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灾害管理

灾害管理包括了台风前防风处理、台风后处理措施，要求台风前加强巡查，

枯死树、危树、易倒伏树木应进行加固或清除；对易受风害乔木（如新种树、浅

根系、树冠过大等树）的支撑、加固进行检查落实；处于风口位置、强风地段、

种植层浅、靠近房屋的或树冠浓密的树种，应结合树木结构、树龄、萌芽力和成

枝性进行适度疏剪和缩剪树冠，增加树冠透风性和透光性以及树干外偏严重的宜

进行支撑加固。台风后处理措施包括了清理、修剪以及相关的处理措施。

（6）档案管理

增加防风减灾档案，完善台风前巡查记录，包括对树种的修剪、支撑、加固

等档案记录，对胸径 20cm以上的树种实行“一树一档”。记录树木折枝及倒伏

的种类、大小、数量、地理位置以及灾后技术处理等信息，做到真实、及时、完

整、清晰。受灾树种实行“一树一档”。

三、 项目涉及技术在广州市的基本情况

广州市位于 22°26′-23°56′N，112°57′-114°03′E，地处珠江三角洲

腹地，处亚热带沿海，属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以温暖多雨、光热充足、夏季

长、霜期短为特征。全年中，4 至 6 月为雨季，7 至 9 月天气炎热，多台风。每

次台风过境后，我院都会对广州市园林树木遭受的影响进行调研，以探讨不同园

林树种的抗风能力、受灾原因。结合调查结果，对广州市城市绿地的实际需求和

我院现有技术基础，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并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广泛吸纳了国内外先进的防风减灾植物选择与管养经验，综合考虑植物的生态适

应性、抗风性以及观赏性等因素，对苗木、土壤质量进行了要求，从防风树种的

选择、树种抗风等级划分标准、防风减灾植物养护管理、灾害管理等方面进行了

阐述要求，并根据《广州市绿地系统规划（2021—2035）》及《广东省沿海城镇

绿化植物防风应用与管理指引(试行)》等相关文件，提炼总结形成本标准，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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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广州市实际情况，对广州市常见的树种进行了抗风等级的划分，确保了规范内

容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针对广东省特别是广州市频受台风等自然灾害影响的情况，项目旨在通过科

学合理的植物选择与管养技术，提升城市绿化植被的抗风能力，减少台风等自然

灾害对城市绿化成果的破坏，同时，通过选择适合本地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

抗风树种，结合专业的管养技术，优化城市绿化植被的种群结构，构建稳固的城

市绿化屏障，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韧性，减少因树木倒伏、折断等造成的经

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明确了广州市当前园林绿化中容易遭受台风损害的主要树种

以及其受害原因，也提出了减少园林树木遭受台风损害的对策和建议，并推荐了

一批抗风能力较强的树种。

项目有助于构建更加稳定、健康的城市生态系统，提高城市绿化植被的生态

服务功能，减少因自然灾害导致的绿化植被损失，降低政府和社会在灾后恢复重

建方面的投入，还能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宜居的生活

环境。

四、 项目的目的和意义

台风是一种发生在热带海洋上空的自然灾害，目前，台风已成为全球十大灾

害之首，全球每年约有 80 个左右的台风，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台风来临时，

强烈的气旋型涡流对于沿海城市的危害尤为突出，造成大量树木折枝、折干、倒

伏甚至连根拔起，给城市园林绿地景观造成严重破坏。台风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

损失，还严重威胁人身安全。中国地处北太平洋西岸，台风灾害发生频率高、影

响范围广、突发性强、群发性显著且成灾强度大，每年约遭受 10 个以上的台风

影响，是全球受台风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几次较严重台风造成的危害，

可见台风过境对城市园林树木造成巨大的损害。

广东是台风多发区，针对广东省特别是广州市频受台风等自然灾害影响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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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项目旨在通过科学合理的植物选择与管养技术，提升城市绿化植被的抗风能

力，减少台风等自然灾害对城市绿化成果的破坏，同时，通过选择适合本地气候、

土壤等自然条件的抗风树种，结合专业的管养技术，优化城市绿化植被的种群结

构，构建稳固的城市绿化屏障，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韧性，减少因树木倒伏、

折断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项目有助于构建更加稳定、健康的城市生态系统，提高城市绿化植被的生态

服务功能，减少因自然灾害导致的绿化植被损失，降低政府和社会在灾后恢复重

建方面的投入，还能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宜居的生活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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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广州市绿化养护，特别是行道树管养护中依据本标准进

行。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参考标准规范涉及城市古树名木养护、园林绿化木本苗、绿化种植土

壤、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风景园林基本术语、城市绿地养护技术、广东地

区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和验收、园林绿地养护管理、古树名木健康巡查、行道树种

植养护以及绿地土壤改良等多个方面。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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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51168 城市古树名木养护和复壮工程技术规范

CJ/T 24 园林绿化木本苗

CJ/T 340 绿化种植土壤

CJJ 82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T 91风景园林基本术语标准

CJJ/T 91DB44/T268 城市绿地养护技术规范

CJJ/T 91 DB44/T 581 广东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和验收规范

DB4401/T 6 园林绿地养护管理技术规范

DB4401/T 17 园林树木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

DB4401/T 126 古树名木健康巡查技术规范

DB4401/T 167 行道树种植养护技术规范

DB4401/T 201 绿地土壤改良技术规范

以及《广东省沿海城镇绿化植物防风应用与管理指引(试行)》、《深圳园林

树木修剪工作指引 (2022 年修订版)》、《广州市树木修剪技术指引》等文献参

考。

编制小组

2024 年 8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