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是北陵古松的
复健师、营养师
药剂师、美容师

一场大雨过后，秋高气爽。游人们闲庭信步，北陵公园管理中
心副主任杨孝芳和公园古松养护人员却忙个不停，每一次极端天气
（大风、大雨、大雪等），都是他们十分紧张的时候。他们要查看古松
的保护措施是否做到位，有没有受到损害，如有破损，必须马上修
复，尽量避免风、雨、雪可能对古松造成伤害。

北陵公园的古松有“活文物”之称。每棵古松都见证着数百年
历史，与北陵古建筑共同组成了闻名遐迩的世界文化遗产地。

“即便是我们平日里已经尽全力去保护了，但是大自然的威力
永远让我们如履薄冰，丝毫不敢懈怠。特别是近年沈阳市委、市政
府和主管局更加重视北陵公园古松养护管理工作，”杨孝芳说，“对
于油松的寿命，并没有确凿的历史记录，我们要做的就是为北陵公
园这些古松延年益寿，让它们活出新的长寿纪录，把沈阳独有的历
史文化景观传承下去。”

公园古松养护人员正在修补树洞。 本稿图片均由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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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北陵“守松人”

保护400年“活文物”
用上十八般武艺

两千多棵古松
都有档案和身份证

北陵的古松品种为黑皮油松，是 1643
年昭陵建陵之初时，从千山移植过来的，据
史料记载，共一万余株，在分布上有“山树”

“仪树”“海树”“荡树”之别。目前北陵公园
的古松群已经成为我国平原地区最大的人
工古松群。

大自然多变，哪怕是“寿如南山不老松”
的古松，也会因虫害雷击等意外折损，每年都
会陆续补植，所以现在北陵公园的古松，并不
是一样粗壮高大，这是因为补栽的年份有所
不同，但最“年轻”的古松也有120岁了。

北陵公园里最有名的一棵古松，六枝齐
生，没有主干，不分主次，互相映衬，枝繁叶
茂。树冠直径超过25米，高15米，占地接近
半亩。风吹起，松涛之声阵阵。据专家考
证，这株树近 600 岁了。此外，还有游人根
据其他古松的姿态命名的夫妻树、凤凰树、
姊妹树、龟树、观音树等象形树。

北陵公园管理中心已经为两千多棵古
松建立了“个人档案”，每棵古松都有“身份
证”。古松的年龄、分布、生长状况等基本信
息都录入电脑数据库。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松，北陵公园管理中
心有三十多人的专业队伍和技术人员通过
钻研及与同行的交流学习，采取国内最先进
的技术措施加强对古松养护管理，已经收到
了十分良好的效果。

复壮让古松
重新焕发生命力
植物与人类一样都是有寿限的，按照一

般油松五六百年寿命的说法，北陵古松不少
都步入了老年。古松老了，也会像人一样，

“皮肤”不再有光彩，树皮出现裂纹，新生枝
减少，生命力渐渐衰竭，慢慢面临自然死亡。

老人可能很难再长出新牙生出新发，而
树木却可以，只要精心照料，古松也会发新枝
长新芽，于是，古松保护者们就成了复健师、
营养师，着力让古松恢复生命力，延年益寿。

在一棵古松前，杨孝芳和工作人员为古松
添加肥料补充营养。她指着一个印有北陵
LOGO的盖子说：“在土地板结的地方，只是靠
地表施肥是不够的。这下面是复壮管，定向给
古松根部供应养料、水分，促进根系发育生长。”

水管形的复壮管长 1.2米，内径 10厘米
左右，管子内部是由树脂编成的网，最外面
一层也由编织物包裹。使用这种网眼结构
可以在地里更好地传递养料和水分。

复壮管是要竖着打到地里，位置尽量要
埋到树冠投影的边缘。这个区域一般都是
须根最发达的位置，在这个地方浇水施肥，
有利于树木更直接吸收养分，起到引根的作
用，”杨孝芳介绍说，“我们在埋下一年后尝
试过把复壮管从地里拔出来，但是没有成
功。管子下面的须根长的密集了，让我们明
显感受到了古松有了新的生命力。”

为了古松的“复壮”，北陵公园又开发出
了新的营养品，落叶和剪下来的树枝在粉碎
加工后作为有机肥料，放入古松树盘内，既减
少了浪费，又可模拟古松适应的自然生态环
境。经过长时间的风化腐熟可为古松提供长
效稳定的营养物质，有利于促进改良土壤，而
且有助于土壤吸水保墒和树木根系的保温。

十年树木，一开始是很难立竿见影看到
成效的，这些年里，工作人员会听到一些经
常在北陵遛弯的老人说：“这树今年又发新
枝了，绿得更鲜亮了。”“这两棵松树的树冠
怎么离得这么近了？”杨孝芳最喜欢听到这
样的话，因为她知道，和同事们一起做的努
力成功地让古松延缓衰老甚至更有活力了。

修补一个树洞
要花上三天时间

在周末时光游园是惬意的，可是在公
园工作那就是一天天干不完的活。刚给古
松增加了营养，杨孝芳又发现：刚下过大
雨，因为一棵古松生长之处游人较多，所以
地面板结渗水能力差，于是安排水车，给古
松补水分，“浇多少水要根据实际情况，一
般是春天和入冬前浇水，一次一棵树至少
就要三吨水，最大的那棵得八吨。”

这边刚忙完，杨孝芳又安排人员对支
撑杆有些不牢的树进行加固，重新调整做
了支撑。

十几米长的支撑杆，被三个汉子高高
顶起，“这里应该就是着力点。”工作人员
手中的支撑杆一沉，就是这个位置，随后
支撑杆被牢牢顶在了松树腰身上。“在实
践中积累经验，经验多了，哪里是支撑点，
找的特别准。”

大雨之后，一棵古松“树皮”翘了起
来，得重新修补，这里说的是仿真树皮。

杨孝芳说，“树龄长了，就会因为各种
自然原因出现树洞，树洞一直放任不管，腐
烂下去就会危及古树生命。”于是，他们又
成了美容美体师。

以往修补树洞的方式都是用砖头瓦
块或水泥填充，但这样会让树木无法正常

“呼吸”，而腐烂的地方还是继续腐蚀大树
肌体。现在采取的都是比较先进的做法，
就是对腐烂的树干进行彻底防腐防虫消
毒处理之后，安装龙骨做支撑，外面再抹
上的水泥，留通风孔，这样可以保持树洞
内空气流通。最后在树洞上贴上仿真树
皮，这样形成和原树皮接近的景观效果。

“第一批填补的树洞，我们在三年后
打开检查了一下，里面一点腐烂的地方都
没有。”成功了！杨孝芳的语气难免兴
奋。慢工出细活，要知道如果树洞在树顶
上，就需要动用十来个人搭脚手架，而填
补就需要三个人连续干三天。

虽然北陵公园早在森林区域内建设
了 4 座监控瞭望塔，安装了避雷针，确保
不出现雷击林火。可是一到打雷闪电的
天气，杨孝芳都会焦虑。雷电过后，管理
人员马上去四处巡查，“雷电劈到树上，会
出现雷击纹，必须要马上涂抹防腐剂，以
免恶化，腐蚀成树洞。”

面对大自然的威力，他们能做的就是
防患于未然。

对付害虫
促杀“地雷”管用

在北陵公园愉快地玩耍是有几个禁
止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禁止明火，禁行
私家车。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就
是禁止原木入内。原木就是未经过高温
或者药物消杀的木材，比如电缆线的木轴
盘。原木禁入的原因就是为了预防灾害
性病虫害的发生。

每年从春天开始，古松保护者们就全
员化身药剂师、驱虫师，以生物防治为主、
物理化学防治为辅对古松进行消杀，一干
就是近两个月。除了喷洒药剂外，他们还
采用内吸剂，通过灌根，让古松根部吸收
药剂，使松针叶有了一定药性，可以杀死
贪吃的害虫。还有就是使用一种微囊悬
浮剂，均匀洒在树干和树冠上，可以起到
触杀作用，比如蛀干害虫一旦碰触到微颗
粒，就像踩到了地雷，直接被炸死。

为了防治虫害，古松附近还挂着信息
素诱捕器，也就“诱虫器”，它会散发出一
种气，害虫闻到后，会飞过来，然后顺着漏
斗滑到下端的药物里被杀死。

北陵公园松树经过多年陆续补植，目
前已经有两万余株，它们的名字叫“接班
树”。就是保证北陵公园古松群在新旧更
迭中长存。

“在大自然面前，我们做得还远远不
够。”杨孝芳仰望着十五六米高的古松，树
皮表面的皴裂皱褶是岁月沧桑的痕迹，

“它快四百岁了，为了让它们更长寿，我们
一直在尽全力。”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李振村

北陵公园古松养护人员用支撑杆为有些不牢的树进行加固，调整做了支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