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树名木保护系列丛书

（项目策划案）

项目名称：中国古树名木保护系列丛书

项目支持：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四五国家出版规划）

项目资金：国家出版基金（1000 万）

项目周期：3-4 年

项目背景

古树名木是一种独特的自然历史景观，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证据，具有较

高的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

首先，古树名木见证了历史。中国古树名木不仅地理分布广泛，而且历史悠

久。古树承载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

地区的文明程度和生活史的象征。很多古树都与重要的历史事件相关，例如位于

陕西黄陵县的轩辕黄帝柏，经历了五千年的风霜，至今枝繁叶茂，是我国的柏树

之王，见证了轩辕皇帝号召人们植树造林，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北京京山公园

的古槐树，是皇帝崇祯自缢处，后来被人们称为“罪槐”；北京颐和园东宫门的

两排古柏在靠近建筑物的一侧保留着燃烧的痕迹，这是八国联军留下的侵略中国

罪行的真实记录；还有颐和园的龙凤松、新余的革命樟、江永的红军树、扎西的

红豆杉…… 这些都记载了历史、见证了历史。

其次，古树名木蕴藏着浓郁的文化艺术光彩。中国许多古老而著名的树木被

吟唱抒情，在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作用。例如，“扬州八大古怪艺术家”之一的

李先生，曾有一幅名画“五仙松”，就是泰山著名松树的艺术代表；明清学者也

根据古树创作了 30 多首诗词，“古树上危根，依天巧做门”“古树枝柯少，枯

来复几春”“庭前有奇树，好鸟鸣喈喈”…… 这种古树名木的诗词非常多，是



中国文化艺术宝库的珍品，具有很高的人文旅游价值。

最后，古树名木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景观资源。古树和名树有着奇特的姿

态，苍劲而有力。它们古老典雅，色彩缤纷，镶嵌在名山古寺中。它们具有与景

观和建筑相同的景观价值，是重要的景区旅游资源。它与山川，古建筑，构成了

园林中的独特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例如，黄山风景区的“迎客松”。

陕西黄陵的“轩辕柏”;泰山的“卧龙松”;登封少林寺的“秦武平风槐”等等，

他们的身影，为景观园林增添了色彩，带来美丽的享受，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

古树名木是自然界和前人留下来的珍贵遗产，是森林资源中的瑰宝，具有极

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国家对古树名木的保护也非常重视。习总书记说：“看

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不仅仅是对

环境保护提出的远大要求，也是对古树名木保护的一种期望，看到了小时候的那

棵老树，就会回忆起久远的乡愁，所以古树名木保护工作，也是响应习总书记的

号召。

另外，全国绿化委员会专门出台了《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意见》<全绿

字（2016）1 号>文件，要求充分认识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

照其中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制定了古树名木的管理工作主要任务、

完善保护措施、加强组织领导等。其中最后一条（十九）明确规定：加大宣传力

度。各地、各部门（系统）要将古树名木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加

大宣传教育力度，弘扬生态文明理念，提高全社会生态保护意识。要充分利用网

络、电视、电台、报刊及各类新媒体，大力宣传保护古树名木的重要意义，宣传

古树名木文化，不断增强社会各界和广大公众保护古树名木的自觉性。及时向社

会发布古树名木保护信息，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专题宣传活动，组织编写发放通

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宣传资料，提高宣传成效。

古树和人类一样，也有生老病死，任何一棵树都要经历种子萌发、生长、发

育、衰老、死亡等过程，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不可抗拒。然而，通过研究古树老

化的原因，人们可以通过采取适当的人工保护措施来延缓衰老阶段，延长树木的

寿命，甚至促进它们的恢复和活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树木对人类的益处。但

由于古树保护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关于古树保护的图书资料非常缺乏，鉴于

此，我们特邀请全国知名古树保护专家、以及多年从事古树保护工作一线工程师



联合编写这套《古树名木保护大典》（全 8册），每册约 20 万字，图文并茂，

采用四色铜板纸印刷，具体分册如下：

◆综合卷：《中国古树名木保护大典》（古树名木保护历史现状及人物）

◆资源卷：《中国古树名木保护大典》(古树名木资源调查报告)

◆文化卷：《中国古树名木保护大典》（古树名木文化）

◆科技卷：《中国古树名木保护大典》（古树名木保护技术）

◆工程卷：《中国古树名木保护大典》（古树名木保护工程实例）

◆应用卷：《中国古树名木保护大典》（文创、绿美乡村建设）

◆法规卷：《中国古树名木保护大典》（古树名木保护法律法规及标准）

◆国际卷：《中国古树名木保护大典》（国外古树保护历史现状）

总编委会

总顾问：（国家级以上、全国人大政协相关领导）

总编辑：（省部级或院士 1 人）

副总编：（司局级主管领导、专家、国务院参事 2 人）

编 委：（所有参与人员，排名不分先后 20-30 人）

各分卷主编：（知名专家教授）



作者团队简介

杨忠岐 理学博士、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农业和

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

任、国家林业局森林保护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务院参事。

贺 伟 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森林病理，病原真菌分类，同时

兼任中国林学会森林病理分会副理事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主持国家"十

一五"科技支撑子课题"枣树病害防治技术研究"；主持北京市农业科技项目“应

用球孢白僵菌防治美国白蛾技术研究与试验示范”；主持北京市科委子课题“黄

栌枯萎病无公害防治综合配套技术研究”。

梁 军 中国林业科学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森林有害生物生态控制和有害生物的电磁场生物学及林木健康状况的

电指标评价研究。中国林学会森林病理学分会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秘书长；

北京市植物病理学会第十六届理事会理事；中国林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理事；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评议专家；山东昆嵛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副站长。

温俊宝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学专业博士，教授，林业大学森林保护教研室主任，

中国林学会森林昆虫分会常务委员、高等院校森林资源类与生命科学类森保组教

材编写指导委员会委员、新疆林业科学院森林生态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

为植物检疫，森林害虫生态调控，林木种实害虫综合管理。

沈瑞祥 北京林业大学森林保护系教授，历任普通植物病理学教研室主任、森

林植物病理学教研室主任、林业部科技委委员、林业部‘“八五”攻关课题“短

周期工业用材林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课题负责单位负责人、中国林学会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E%97%E5%AD%A6%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6%86%E6%9E%97%E4%B8%9A%E7%A7%91%E5%AD%A6%E9%99%A2


林病理分会理事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常务理事、北京植物病理学会副理事长、

北京林业大学森林保护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中国植物病理学报副主编、《森林

病虫通讯》顾问、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篇植保卷编委、《病虫害防治绿皮

书》主编等职。专长森林病理、菌物学。先后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

沈应柏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导。北京林学会会员 、中国林学会高级会员 、

中国杨树委员会委员 、国际植物神经生物学会会员 、教育部科技创新团队骨

干 、美国化学学会会员 、《林业科学》、《林业科学研究》、《北京林业大学

学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

金评审专家。三北’地区防护林植物材料抗逆性选育及栽培技术研究 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林木抗旱机理及“三北”地区抗逆良种园建立的研究 “梁希”奖；

三北’地区防护林植物材料抗逆性选育及栽培技术研究、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张志翔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导。标本馆馆长兼理科基地主任。担任第五届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林学会树木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植物学会理事等职务。现为北京林业大学国家理科生物学基础研究与教学人

才培养基地主任，国家林业局自然保护区研究中心野生植物研究室主任。中国植

物学会系统与分类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植物学会理事，北京市农学会理事，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理事，林业部野生动植物保护专家，高等农林院校生命科

学类系列教材编写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科技协会七届代表；中国留学基金

会评审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评审专家。

张佐双 北京公园管理中心副总工程师，前北京植物园园长、全国绿化劳动模

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获者。

张启翔 北京林业大学大学副校长，兼任中国园艺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园艺学

会观赏园艺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在科研方面，先后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十五”攻关计划、国家“十一五”支撑计划、国家“863”

等科研项目。有 4项成果分别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雷光春 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院长、教授，天合国家公园研究院

院长；IUCN 保护区绿色名单中国评委会副主任，湿地与海洋保护区评审组

组长、教育部高校自然保护与生态环境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生

态文明促进会湿地生态文明分委会副主任、国家湿地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秘书长，近年来共主持/承担国家部委等科研项目 30 余项。

孙向阳 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水土保持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国

林学会森林水文与流域治理分会副秘书长、中国南方水土保持研究会理

事、中国农学会立体农业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国家林业局“高等学校

林科学科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委员”。大学毕

业后一直从事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环境生态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为大学本科生讲授的课程主要有《水土保持原理及土地利用规划》、《水

土流失调查及其评价》、《水土保持学》和《生态控制系统工程学》等为

已在国内外科技刊物发表论文和译文80余篇,曾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

刘晶岚 刘晶岚，女，博士，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教授。现在

主要从事自然保护的经济与政策；保护区成本效益分析；保护区和社区共

管；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和管理；公众在自然保护中的参与机制；

林业碳汇交易规则和政策；基于市场的自然保护激励机制、生态服务购买

和生态补偿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孙保平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重点学

科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带头人、教育部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

委员会主任、中国荒漠化培训中心副主任、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入选国家人事部千百万人才工程，主持与参加

完成《北京市生态建设规划》、《青海省生态建设规划》、 《科技部“十

五”防沙治沙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规划》、《首都圈防沙治沙技术研究示

范规划》等的编制工作。



王泽福 中国生态修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中国

生态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副秘书长、北京林业大学副研究

员、博士。

刘晓明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历史与理论教研室主任，博士，

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风景园林系访问教授，建设部风景园林专家，

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中国理事代表，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秘书长、理事，

国务院学位办全国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土木工程

学会住宅工程指导委员会委员。美国伊斯特伍德设计集团首席设计师，美

国中国传统园林研究院院长。

郭建斌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硕士生导师，获国家“七五”攻关

项目“毛乌素沙地立地分类评价和适地适树研究”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

奖、国家“七五”攻关项目子专题“榆林沙区立地分类评价和适地适树研

究”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李铁铮 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专业，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

业硕士学位，生态环境建设领域的博士学位。现任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校

党委宣传部部长。

董 丽 博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园艺学会会员、北京园

林学会会员、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会员，中国园艺学会蕨类植物专业委员会理事，

教育部回国留学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评审专家，国家林业局花卉专家库成员，北京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顾问。“全国林业和草原教学名师”。

张厚江 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林联木材无损检

测学会副秘书长，国际木材无损检测大会国际组织委员会委员；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学科教学委员会委员。



关文彬 博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景观生态学会中国分会

理事，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专家、国家林业局自然保护区行政许可评审专家、

青海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规划顾问、云南省迪庆州规划顾问等。

李庆卫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担任园林专业、园艺专业盆景

学主讲教师，对梅花蜡梅等园林植物种质资源有深入研究， 担任中国花卉协会

梅花蜡梅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对园林植物的栽培养护管理、园林植物景观设计

有深入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编、参编教材和专著 9部。

赵 东 博士,现为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机械工程系主任

兼工学院教工支部书记。主要研究方向为工程 CAE、木材力学和农林废弃物的综

合利用。中国林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赵燕东 女，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基础分会副主

任委员、人工智能+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林业信息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委员、《农业机械学报》编委会委员。

杨 军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农学硕士，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中心，博士，

副教授，长期进行城市生态，城市林业和生态遥感上的研究。在使用以植被为主

的绿色基础设施来缓解城市的生态问题的理论和实施措施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一

定进展。在研究中构建了结合传统森林调查，遥感，和生态系统模型来研究城市

森林结构和功能的方法，为定量化研究城市森林的结构及功能提供了借鉴。

车少臣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所所长，有“飞絮医生”之称，采用打孔、注药、

封孔三个步骤，注入药物“抑花一号”，杨柳就被施以“绝育手术”，第二年飞

絮就神奇消失。这种“手术”既不影响树木健康，更不危害生态环境，如今不仅

在市属公园使用，还走出北京，被推广至大庆、唐山、克拉玛依等城市。

夏鹏超 从事古树的避雷技术，研究一种为古树防雷要求设计的避雷针和避雷装

置。包括：金属材料的接闪器；固定连接所述接闪器的轻型管体，所述轻型管体

外表面绝缘并用于将避雷针固定到所述古树干枝顶端；埋在地下的接地体；引导



线，所述引导线一端电连接接地体，另一端通过所述轻型管体内部与接闪器电连

接。本实用新型采用了表面绝缘的轻型管体，将避雷针固定在古树上，弥补了古

树用避雷针质量大的不足，减少了安装后对古树生长的负担，以及导电入地时对

树表的损伤。

高云昆 北京市香山公园 教授级高工。

车少臣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北

方园林植保研究、应用技术和产品研发，在生态化养护理念下都有哪些天敌在园

林养护中被有效应用？园林植物病虫害发生危害有哪些主要规律？都有哪些以

生物防治、生态控制为主要手段的无公害控制技术？为城市园林养护技术提供什

么新理念？

骆会欣 植物新品种保护与产业化国家创新联盟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曹恒星 北京名木成森古树名木养护工程公司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主讲古树名

木保护现状如何？古树名木保护中的技术层面有哪些问题经过讨论和实践后达

成了共识？未来古树名木保护发展有哪些趋势？古树+，你做好准备了吗？

李庆卫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主讲国内外修剪技术存在哪些差距？有哪些成功的

案例、失败的教训？应该秉承什么样的原则？以什么技术实施整形修剪与植物造

景？

刘洋 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北

京林业大学。中国社会心理学学会生态与环境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刘俊岭 巢阳 李文斌 郑一力 张成祥 李振宇 李国华 李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