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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一株古

树。它生长在村口、庭院或是校园里，
是承载文明记忆的“活化石”，是不可再
生的宝贵财富。

根据相关规范，古树，一般是指树
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名木，一般指
树种稀有珍贵或具有重要历史、文化、
科学研究价值和重大纪念意义的树木。

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
的古树名木资源，为摸清这些“绿古董”
家底，更好地精细化保护，每五年一次
的普查已持续开展了七轮。

会上，南京市绿化园林局二级巡视
员袁必新介绍，此次普查在各区古树名
木主管部门的配合下，共有40多位普
查人员深入到全市17处普查区域，460
多处公园景区、学校、名人故居、社区、
街道、乡镇等地，对现存的2082株古树
名木逐树核对，修正原有树木自然属性
数据（详见下表）。其中散生982株，群
状1100株，28个古树群。

普查还发现新增古树名木133株，
主要分布在南京中山植物园、钟山风景
区、燕子矶景区以及鼓楼、玄武、栖霞、
浦口、溧水等区；主要树种有二球悬铃
木、青檀、南京椴、雪松、银杏等。据此，
南京古树名木总数达2215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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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更新古树名木“家底”
共2215株，最老的1800多岁

你知道吗？南京古树名木超过半数在

钟山风景区，树龄最大的是位于溧水石湫

街道上方村的一株1800多年的银杏……

12月 18日，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第

七次古树名木普查及森林防火相关情况。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经过此轮拉网式摸

底和全面复核，南京现有古树名木总数达

2215株，新增古树名木 133株，经精心保

护和诊疗，总体生长良好。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

新增古树名木133株
总数达2215株

秋冬时节，南京一派层林尽染、叠
翠流金的景象。截至目前，南京森林
覆盖面积 297 万余亩，林木覆盖率
31.96%，位居全省第一。

眼下正是森林防火关键期，今年
南京的防火期从11月1日开始持续到
2025年4月30日。

南京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韩成颂
介绍，全市共有8个重点防火区（钟山
风景区、浦口、江宁、栖霞、高淳、溧水、
雨花台、六合），其中省一级火险区6
个（钟山风景区、浦口、江宁、栖霞、高
淳、溧水）、二级火险区2个（雨花台、
六合），重点林区面积约110万亩。

通过深化“林长制”，南京约3000
名护林员正不间断巡山护林，坚持“眼
睛向下”，把火灾防控责任传导到“神
经末梢”。针对冬春季农事、民俗性等
野外用火增多特点，对紫金山、老山等

重点林区加强防火巡护，应急、绿化园
林、公安、消防等部门已开展“违规动
火”联合检查。

全市还设置“防火码”扫码卡口72
个，严防车辆、人员携带火源进山入
林。

除了“人防”，还有“技防”。南京
加强森林防火监测预警平台建设，已
布设高清云台225个，可以通过图像
分析，智能识别火情烟雾，主要用于重
点森林分布区的智能监测预警。同
时，因地制宜推进引水上山、集中焚烧
池等基础设施建设，现已布设消防管
网约140公里、森林消防蓄水设施400
余个、消防栓460余个、集中焚烧设施
200余处。在钟山风景区等重点防火
区还建立森林火险因子综合监测站
30个，通过温湿度等气象监测分析，
进一步增强智慧防火能力。

超半数古树名木，在南京钟山风景区

一树一档，让古树“老有所依”

“人防+智防”，筑牢森林防火墙

经统计，此轮普查古树名木分布
最多的区域在南京钟山风景区，树龄
最大的则是溧水石湫街道上方村一株
1800多年的银杏。

中山陵园管理局副局长刘振宇介
绍，中山陵园风景区现有1354株古树
名木，共涵盖77个植物种，分属于32
个科、55个属，约占南京市古树名木
总数量的 61％。“这些古树名木或独
立生长，或与建筑相辅相成，形成了紫
金山特有的森林和园林景观。”

比如，陵园大道的法桐（二球悬
铃木）、中山陵的千头赤松、明孝陵的
北美鹅掌楸、灵谷景区的桂花树、燕

雀湖畔的落羽杉林，等等。景区古树
群和梅花古树群还曾获评全国最美
古树群。

南京市绿化园林局城乡绿化综合
协调处处长李铭介绍，此次普查的技
术手段更加先进。“比如，充分利用卫
星定位等技术，精确获取每一株古树
名木的地理位置，为后续管理提供了
精准的空间依据。同时，利用无人机
航拍技术，快速准确获取人迹罕至区
域的古树名木影像数据，掌握树种和
树木分布规律。另外，还利用激光测
量与地理信息数据采集技术，确保古
树名木各项指标准确记录。”

在时光的磨砺下，古树静静见证
着岁月的流转，饱经风霜却仍然生机
勃勃，有着怎样的“保护密码”？

袁必新介绍：“南京为古树名木构
建了一树一档数据库，做到不落一树、
不漏一木，每一株古树名木均由专人
负责、定期巡查，跟踪记录树木生长状
况。”各管理单位根据评估及时做好古
树名木的浇水施肥、修剪、疏果、营养
挂水、病虫害防治等复壮措施，对部分
树木设置围栏、增加支撑、安装避雷针
等进行保护。

今年3月至11月，南京市绿化园
林局还组织南京市测绘院、南京园林
行业协会和相关古树名木专家，对南
京6个主城区、5个郊区和江北新区以

及中山陵等景区、公园范围内古树名
木进行拉网式摸底，全面复核了现有
古树名木树种、位置、测树因子、生长
势、生长环境、权属单位、管养情况及
相关保护措施，为接下来更精准地保
护提供基础。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南京
的古树名木总体生长良好，个别长势
衰弱的树木通过保护复壮措施，树势
得到一定恢复。

比如，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内树
龄1500多年的“六朝松”，经国内顶级
专家多次会诊研究，并聘请专家级养
护队伍负责树木的日常管养，通过不
断为其改善生境、采取综合复壮措施，
古树现已萌发新芽，部分恢复生长势。

钟山风景区120多岁的“金陵桂花王”

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的“六朝松”

工作人员测量树径

浦口惠济寺1500多岁的古银杏 本版图片由南京市绿化园林局提供

工作人员给树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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