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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国家有关法规、行业规范及标准，结合本省实际，编制组在总结实践

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技术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有：1. 总则；2. 术语；3. 园林植物；4. 古树名木；5. 

园林建筑与设施；6. 技术档案；7. 养护质量标准。 

本规范由广东省建设厅负责管理，主编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规范主编单位：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地址：广州市惠福西路 375号大

院之八五楼；邮政编码：510115）。 

本规范参编单位：佛山市园林学会 

深圳市绿化管理处 

珠海市园林管理处 

江门市园林局 

中山市园林管理处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周琳洁  周贱平  欧阳底梅（以下以顺序笔画为序）   

丁少江  卢俊鸿  杨敏辉  陈  霞  吴芝元  张晓然  周

大珠  钟汉谋   洪  强  袁国豪  覃  炜 

其他工作人员：戴丽萍、顾荣和、黄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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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了加强全省城市绿地养护的监督管理，提高养护管理的技术水平，确保

绿地的养护质量，发挥城市绿地的生态功能和社会效益，创造良好的城市绿地

景观，依据国家有关法规、技术规范与标准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

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全省各地城市公园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和其它绿地等

城市绿地养护管理工作。 

1.0.3  适用本规范的城市绿地，应按绿地的功能、地理位置和重要程度，实行分

级养护管理。 

1.0.4  在执行本规范的同时，凡涉及相关行业的，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

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0.1  园林植物（landscape plant ） 一切用于园林绿化（从室内花卉装饰到风景

名胜区绿化）的植物材料，统称为园林植物。 

2.0.2  一、二年生花卉（annual and biennial flowers ） 在一年内完成其生活史的

花卉称为一年生花卉；凡在两年内完成其生活史的花卉称为二年生花卉。 

2.0.3  宿根花卉（perenial flower; perenials ） 植株地下部分宿存越冬而不膨大，

次年继续萌芽开花，并可持续多年的草本花卉。 

2.0.4  球根花卉（flowering bulbs）植株地下部分大量贮藏养分，发生变态膨大

的多年生草本花卉。 

2.0.5 地被植物（ground cover plant ） 泛指株丛密集、低矮，用于覆盖地面的植

物。 

2.0.6 水生植物（hydrophyte ） 植物体全部或部分浸没于水中生长的植物。 

2.0.7 浮水植物（hydrophyta natatia ） 植物体漂浮在水面上生长的植物。如满江

红和浮萍属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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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挺水植物（emerged plant ）植物体下部沉没于水中，上部露出水面在大气

中生长的植物。如千屈菜、荷花、风车草等。 

2.0.9 沉水植物（submerged plant ）植物体全部沉没于水中生长的植物。如金鱼

藻和黑藻等。 

2.0.10 古树名木（historical tree and famous wood species ） 古树泛指树龄在 100

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泛指珍贵、稀有或具有历史、科学、文化价值以及有重要

纪念意义的树木，也指历史和现代名人种植的树木，或与历史事件、传说及神

话故事相关的树木。 

2.0.11 杂草（weed）指栽培的目的园林植物以外的自生草本植物种群。 

2.0.12 杂草覆盖度（weeds covering degree ） 又称为杂草盖度，即单位面积内杂

草投影所覆盖面积的百分比。 

2.0.13 胸径(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  指乔木距地面 1.3米高处的树干平均直

径。 

2.0.14树冠( crown )  主干以上集生枝叶的部分。棕榈科和苏铁科指主干以上的

簇生叶部分。 

2.0.15 中心主干(central leader)   又称中央领导干。指树木自主干直立向上延伸

的部分。它是树木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上一般着生主枝。 

2.0.16 叶芽( leaf bud )  能发育成枝或叶的芽。 

2.0.17 花芽分化( flower bud differentiation)  园林植物的芽由叶芽状态转化为花

芽状态的过程。 

2.0.18 生长势( growth vigor) 植物在栽培条件下营养生长的强弱。指植物新梢抽

生的强弱、长度、粗度和生长速度，以及茎叶色泽、整齐度、枝叶繁茂程度

等。 

2.0.19 顶端优势(apical dominance)  指植物顶芽生长抑制侧芽萌发和侧枝生长，

以及影响侧枝生长角度的现象。 

2.0.20下缘线( line of crown at bottom )  乔木树冠底部缘线形成的线条。 

2.0.21 绿色期（green period ）一年内草坪自然生长状态下叶色保持正常绿色的

持续时间。 

2.0.22伤流（bleeding）从受伤或折断的植物组织中溢出液体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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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灌溉（irrigation）人工引水给植物补充水分的技术措施。 

2.0.24 施肥（fertilizing）给园林植物补充营养的技术措施。 

2.0.25 根外追肥（foliar spray application of fertilizer） 也称为叶面施肥。指将水

溶性肥料或生物活性物质以低浓度溶液喷洒在生长中的园林植物叶面上的一种

施肥方法。 

2.0.26 修剪（pruning） 通过短截、疏剪、抹芽、摘心、刻伤、环剥、曲枝、扭

梢等具体技术，调节植物的生长发育、维持和发展既定株形、 姿态和个体大小

的技术措施。    

2.0.27 树盘（rooting area of tree ） 指树冠垂直下呈圆盘状的投影范围内的土

地。它是树木根系密集分布区域。 

2.0.28 中耕与除杂草( tillage and weeding)  中耕指在园林植物生长期疏松其根部

表层土壤的工作。除杂草指除去杂草的工作。 

2.0.29表施土壤（topdressing ） 表施土壤是草坪养护中的一项技术作业，材料

由一般沙、沃土（粒径约 0.6 cm）和有机质按 1﹕1﹕1 或 2﹕1﹕1 的比例混合

而成。每次表施土壤的厚度不宜超过 1 cm。 

2.0.30 打孔（holing） 指草坪养护过程中的一种草坪改良技术，通过应用打孔机

械在坚实的坪床上打孔，将芯土取出，在床土表层形成中空的垂直孔洞。 

2.0.31 芜枝层（decreasing thatch accumulation ） 是指草坪床土表面由草坪草的

凋落物、地表的活组织及与表土混合物构成的床土有机层。 

2.0.32 垂直刈割（vertical cutting）对草坪进行近地表垂直刈割或划破草皮，以

清除草坪表面积累的芜枝层，是改进草坪通透性的一种养护技术措施。 

2.0.33 农业防治（agricultural control ）指利用一系列栽培管理技术，降低害虫

种群数量或减少其侵染园林植物的可能性，培育健壮植物，增强植物抗害、耐

害和自身补偿能力，或避免有害生物危害的一种植物保护措施。 

2.0.34 物理机械防治（physical control）指采用物理或人工的方法消灭病害虫，

或改变物理环境，创造对病原菌、病毒及害虫不利或阻隔其侵入的一种防治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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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生物防治（biological control）指利用生物及其代谢物质来控制病虫害为

害的防治方法。包括以虫治虫、以菌治（病）虫、以病毒治虫和以激素治虫

等。 

2.0.36 化学防治（chemical control ） 指用各种化学物质及其加工产品来控制病

虫害、杂草及其他一切有害生物的方法。 

2.0.37 寒潮（cold wave） 指由强冷空气活动引起大范围气温急降的天气过程。

国家气象局规定：当冷空气入侵后使大范围地面气温在 24 小时内下降 10℃ 以

上，同时最低气温降至 5℃ 以下者称寒潮。 

2.0.38  冻害（freezing injury） 园林植物在冬季或早春，遭受 0℃ 以下的低温，

使植株受害或死亡的灾害。 

2.0.39 寒害（chilling injury） 园林植物遭受 0℃或 0℃以上、10℃以下的低温，

对植株所产生的伤害。 

3 园林植物 

3.1 一般规定 

3.1.1 浇灌 

3.1.1.1  灌溉的水量应稍大于园林植物的日蒸腾量，使土壤根系层含水量保持

在：砂土为 3%～8%，砂壤土为 6%～15%，壤土为 12%～23%，粘土为 21%～

28%。需水量大的园林植物，其栽植土壤根系层含水量应保持在：砂土为

4.5%～8%，砂壤土为 9%～15%，壤土为 18%～23%，粘土为 22%～28%  

3.1.1.2  灌溉的设施应科学、合理，尽量采用喷灌或滴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灌溉，

提高水的利用率，节省人工和水资源。 

3.1.1.3  采用喷灌或滴灌系统进行灌溉的，应经常检查灌溉设施，使其运转正

常。喷灌应确保喷水的有效范围与园林植物的种植范围一致。 

3.1.1.4  一天中灌溉的时间应根据季节与气温决定。夏秋高温季节，应避开中午

烈日，宜在 10 时之前或 16 时之后进行。冬季及早春，灌溉宜在 10 时至 16 时

之间进行。 



坛、道路分车带的灌木或地被植物，宜适当进行叶面干喷雾。

3.1.1.6灌溉用水必须不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要求的

Ⅴ类水水质标准。 

3.1.2 施肥

3.1.2.1  施肥视情况可采用沟施、撒施或穴施，也可结合灌溉进行施肥。沟施、

撒施或穴施均应将肥料用土覆盖，且宜在施肥后进行一次灌溉。施肥应避免在

雨天进行；除根外追肥外，肥料不得触及叶片。 

3.1.2.2  一、二年生花卉、宿根花卉或球根花卉，其营养生长阶段宜以施氮肥为

主，生殖生长阶段宜偏重施磷钾肥。 

3.1.2.3  木本园林植物每年宜施肥 2～4 次，春秋两季是重点施肥时期。观花木

本植物应分别在花芽分化前和开花后各施肥一次。 

3.1.2.4  根外追肥宜在早上 10 时之前或傍晚进行，浓度一般不宜大于 3‰。 

3.1.2.5  施肥应以有机肥料为主，无机肥料为辅；应避免长期在同一地块施用同

一种化学肥料，以免破坏土壤的理化性状。 

3.1.3 中耕与除杂草 

3.1.3.1  园林植物生长期，应经常进行中耕，使表层土壤保持疏松，并具有良好

的透水、透气性；中耕深度以 10~12 cm 为宜。 

3.1.3.2  中耕应在天气晴朗，且土壤不过分潮湿时进行，避免雨后立即进行中

耕。 

3.1.3.3  除杂草应根据目的植物的种类及所处的生长阶段不同，宜结合中耕进

行，可采用手工拔除、物理或化学除草方法进行。 

3.1.3.4  除杂草应在杂草开花结实前进行，同时避免使目的植物的根系受到伤害

或裸露。 

3.1.3.5  使用化学方法除杂草时，应根据所栽培的目的园林植物和杂草种类的不

同，选择适当的药剂，采取适宜的方法和浓度进行，同时避免药剂喷洒到园林

植物的叶片和嫩枝上。 



 

3.1.4 修剪与整形

3.1.4.1 修剪与整形应根据园林植物的生物学特性、所处的生长阶段、树龄及景

观要求的不同，选择适当的方法和适宜的时期进行。修剪的作业现场，应在当

天清理完毕。 

3.1.4.2 修剪应遵循“先上后下，先内后外，去弱留强，去老留新”的原则，促

使园林植物枝序分布均匀、疏密得当，树形丰满。 

3.1.4.3休眠期修剪以整形为主，宜稍重剪；生长期修剪以调整树势为主，宜轻

剪。有伤流的植物应避免雨期修剪，宜在休眠期修剪。 

3.1.4.4 园林植物的徒长枝、下垂枝、交叉枝、并生枝、病虫枝、枯枝、残枝、

根蘖枝及凋枯的花梗应及时剪除。 

3.1.4.5 对于龙柏、南洋杉、木棉等顶端优势强的树种，应保留其顶芽，维护其

塔形或圆锥形树冠。海桐、含笑、杜鹃、扶桑等顶端优势不强而萌发力强的园

林植物，宜让其形成自然树形，或根据需要修剪成圆球形或半球形等形状。

3.1.4.6 早春开花的木本植物，如桃花、玉堂春、鸡蛋花、迎春等，应在花后轻

剪；夏季开花的木本植物，如大花紫薇、紫薇、凤凰木等，应在冬季休眠期或

生长相对停滞期修剪；一年多次开花的木本植物，如月季、琴叶珊瑚等，应在

花后及时轻剪。 

3.1.4.7 修剪的剪口必须靠近节位，剪口应在剪口芽的反侧，且呈约 45 度角。剪

（锯）口应平齐，做到不劈不裂，不留残桩。一般种类植物枝条的剪口直径大

于 6 cm、珍贵种类剪口大于 3 cm 时，剪口应作防腐处理。 

3.1.4.8阻碍景观透视线、影响公共设施安全以及城市景观的植物枝叶应及时剪

去。 

3.1.4.9 草本花卉的整形应根据其生长特性、花期控制要求，宜采用摘心、疏枝

等技术措施来实现。 

3.1.4.10草坪修剪每次的修剪量，不应超过茎叶组织纵向高度的1/3；草坪的修

剪高度应按草坪草的种类、生长的立地条件、季节、自身的生长状况及绿地的

使用要求不同而异。 



月中旬，结束于 10 月底。修剪应在晴天进行。

修剪的频率依草坪草的种类、草坪养护质量要求、当地的气候、坪床的土壤肥

力、草坪草在当年的生长状况不同而异。 

3.1.5 病虫和鼠害防治

3.1.5.1  园林植物的病虫害应建立在病虫害预测预报的基础上，采用综合防治措

施控制，同时制定科学的病虫害防治预案。防治应做到准确、及时、有效。 

3.1.5.2  应尽量采用农业防治、物理机械防治或生物防治方法防治病虫害，避免

使用化学防治方式，以减少农药对环境的污染，避免杀死和影响天敌或有益生

物的栖息、繁衍。 

3.1.5.3  采用化学防治时，应尽量选择符合环保要求及对有益生物影响小的高

效、低毒农药；同时，掌握适当的浓度，避免发生药害。对于同一种害虫，应

避免长时间重复使用同一种农药。 

3.1.5.4  喷洒农药宜尽量在夜间进行，同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喷洒到人

畜身体上。 

3.1.5.5  城市绿地的鼠害应采取综合治理的对策来控制。通过及时清理鼠类隐蔽

的场所、清除绿地中可供鼠类食用的食物，以减少绿地对鼠类种群的容纳量；

当害鼠种群密度较高时，宜采用化学杀鼠剂杀灭；对零星的害鼠，宜采用物理

方法进行捕杀。之后，应及时封堵鼠洞。化学杀鼠剂应选用对人畜安全的剂

型，并在夜间投放，以免对人畜造成危害。 

3.1.6 补植与改植 

3.1.6.1  死亡的园林植物应及时清除并补植；对生长环境不适应或与周围环境不

协调的园林植物，应及时改植。 

3.1.6.2  补植的植物应选用与原植物种类（品种）一致，规格、姿态相近的植

株。 

3.1.6.3  一、二年生草本花卉应经常进行轮作。 



3.1.7.1  城市绿地应保持清洁，无垃圾、杂物，无石砾、砖块，无干枯枝叶，无

粪便、污物，无悬挂物，无蚊蝇滋生地。 

3.1.7.2  及时将归堆后的垃圾、杂物清运，做到不过夜，不焚烧，做到日产日

清。 

3.1.7.3公园内的坐凳、垃圾桶、宣传牌、导游牌、警示牌等园林设施应经常清

洗、保洁。 

3.1.7.4  与城市绿地无关的张贴物、悬挂物应及时清除。 

3.1.8 防护 

3.1.8.1  为防止人为破坏或对践踏过度的开放性绿地进行封闭式养护，而设置的

围闭设施，应以不影响景观和游览为原则。围闭设施的用材应符合安全、美

观、环保、耐用的原则。 

3.1.8.2  热带风暴到来前，应建立防御紧急预案，并采取对应的防御措施。应根

据实际情况对浅根性、树冠庞大、枝叶过密的乔木，分别采取疏枝、立柱、绑

扎、扶正等防御措施；风暴过后，应及时拆除影响交通或有碍景观的支撑物。 

3.1.8.3  意外倒伏、受损的园林植物，应及时扶正、支撑。损伤严重的及时补

植。 

3.1.8.4  折断或劈裂的枝桠，应去除残桩或修平断（裂）口，较大的伤口应作防

腐处理。 

3.1.8.5  树木上的寄生植物，应及时清除。树体上的孔洞应及时用具有弹性的材

料封堵，表面色彩、形状及质感宜与树干基本一致。 

3.1.8.6  易受寒害或冻害的园林植物，应在寒潮来临之前做好防护。草本花卉可

用塑料薄膜等进行防护；控制木本植物晚秋萌发的新梢，对已萌发且未充分老

熟的新梢应在寒潮到来之前剪除。 

3.1.8.7 立冬前应根据不同的树种，分别采取根际培土或覆草、主干包扎或涂白

等措施进行防寒。包扎物宜在次年 3 月底前清除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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