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园植物冬季养护管理方案编写指导指南

一、引言：方案的目的与意义

明确目标：方案的核心目标是保障公园内各类植物安全越冬，维持其健康生

长态势，减少冻害、病虫害损失，保护绿化成果，确保春季景观效果，并为游客

提供安全、优美的冬季环境。

强调重要性：

保护投资：植物是公园的核心资产，冬季养护是保护前期绿化投入的关键环

节。

维持生态与景观：确保植物存活与健康，对维持公园生态平衡和冬季景观至

关重要。

预防灾害：有效降低极端天气（严寒、冻雨、大雪、大风）对植物造成的损

害风险。

减少次生危害：预防冬季病虫害滋生，避免开春后大规模爆发。

提升管理效率：使养护工作有计划、有依据、有标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二、方案核心内容框架与编写要点

一份完整的冬季养护方案应包含以下核心模块，每个模块都需要具体、可操

作：

(一) 前言/概述

适用范围：明确方案适用的公园范围（如全园、某特定区域）和时间段（通

常为当年秋末至次年早春）。

编制依据：列出参考的国家/地方标准、规范、相关研究成果、公园总体规

划、往年经验总结等。

指导思想与原则：提出方案遵循的核心理念（如“预防为主、科学养护、分

类施策、安全环保”）。

公园概况简述：

地理位置与气候特点：所在城市/区域、冬季平均气温、极端低温、降雪/冻
雨频率、风力特点等。（这是制定所有措施的基础！）

植物资源概况：主要植物种类（乔木、灌木、地被、草坪、藤本、水生植物

等）、重点保护植物（古树名木、珍稀品种、新植树木）、植物分布特点（向阳

/背阴、开阔/郁闭、水边/高地）。

现状评估：简述入冬前植物健康状况、存在的潜在风险（如病虫害残留、长

势弱植株）。

(二) 冬季防寒保护措施

核心：因地制宜、因树施策、提前准备、有效覆盖/包裹/保温。

植物耐寒性评估与分类：

划分耐寒等级：根据当地气候和植物特性，将园内植物大致分为：

极耐寒（基本无需特殊防护）

较耐寒（幼树、新植树木需基础防护）

不耐寒（重点防护对象，如南方常绿阔叶树、部分竹类、部分新优品种、热



带亚热带植物）

特殊保护类（古树名木、珍稀濒危植物、造型植物）

制作重点防护植物名录：详细列出需要重点防护的植物种类、位置、数量、

规格（胸径/地径、高度）。

具体防寒技术措施（详细说明方法、适用对象、材料、标准）：

根颈培土/覆土：对灌木、小乔木、月季等，在根颈处堆筑土丘（高度、直

径要求）。

覆盖：

地面覆盖：树穴、花坛、地被区域覆盖有机物料（如腐熟松针、碎木屑、稻

草、无纺布、地膜）。说明厚度、范围、固定方法。

植株包裹：

树干包裹：不耐寒乔木、新植大树（草绳、无纺布、毛毡、专用保温棉）。

明确包裹高度（通常从根颈至第一分枝）、紧实度、防风固定要求。

全株包裹/搭棚：对小型灌木、造型植物、极不耐寒植物（如海桐球、苏铁），

用防寒布、草帘、塑料膜（注意通风）或搭建小型防风障/保温棚。说明结构要

求、通风口设置。

涂白：

目的：防冻裂、防日灼、杀菌杀虫。

对象：乔木主干、大灌木主干（特别是向阳面）。

标准：涂白剂配比（生石灰：石硫合剂：水：盐等）、涂刷高度（一般离地

1.2-1.5米）、均匀度、涂刷时间（通常在土壤封冻前完成）。

设立风障：

位置：风口处、开阔地带的珍贵或脆弱植物群。

材料：彩条布、草帘、竹竿/木桩、专用防风网。

结构：高度、角度（通常与主风向垂直或呈一定角度）、牢固度要求。

灌防冻水：

时机：在土壤“夜冻昼消”时（深秋初冬，约 11月中下旬至 12月上旬）。

要点：浇足浇透，确保水分渗透到深层土壤。对常绿植物尤为重要。

修剪（与防冻害相关）：

秋季避免重剪，以免刺激新梢萌发降低抗寒力。

清除过密枝、细弱枝、病虫枝，改善通风透光，减少积雪压断风险。明确修

剪强度标准。

积雪处理：

预案：制定雪后巡查和除雪计划。

操作：及时、轻柔地清除树冠、枝条上过厚的积雪，防止压断。避免用硬物

敲打。对搭建的防寒设施上的积雪也要及时清理。

古树名木/特殊植物专项措施：根据其独特需求和价值，制定更精细的防护

方案（如加强监测、特殊包裹材料、根部电热线加热等）。

防寒物资准备清单：

详细列出所需材料（草绳、无纺布、毛毡、防寒布、竹竿、木桩、铁丝、涂

白剂原料、有机覆盖物、地膜、雪铲、扫把等）的种类、规格、数量、预算。

明确采购、储备、分发责任人及时间节点。

实施时间表与责任人：

按关键节点（如灌冻水、涂白、包裹、搭风障、覆盖、雪后巡查）制定清晰



的时间计划表（具体日期或物候期）。

明确每项任务的具体执行班组或负责人。

(三) 冬季病虫害防控策略

核心：清洁园圃、减少越冬基数、物理阻隔、适时精准防治。

冬季病虫害特点：强调以越冬态（卵、蛹、幼虫、成虫、菌丝、孢子）为主，

潜伏在枯枝落叶、树皮缝隙、土壤浅层、杂草中等特点。

主要防控措施：

彻底清园：

清除枯枝落叶与杂草：全面清扫、收集、集中销毁（深埋或运出园外处理），

消灭大量越冬病菌和害虫。这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措施！

剪除病虫枝：结合冬季修剪，彻底剪除带有虫卵、虫瘿、病斑、病梢的枝条，

并销毁。

翻耕土壤：在树穴、花坛、绿地浅层翻土，将地下越冬的害虫、蛹暴露于地

表，利用低温、鸟雀等杀灭。

刮除粗老树皮与病斑：

对象：老树、枝干病害（如腐烂病、溃疡病）发生较多的树木。

操作：刮除主干和大枝上的粗皮、翘皮、病斑，集中销毁。刮后对伤口进行

消毒（涂杀菌剂）和保护（涂伤口愈合剂）。

树干涂白：（见防寒部分）兼有杀灭树皮缝隙越冬害虫和虫卵的作用。

堵树洞：用水泥、石灰等材料填充老树的空洞，减少害虫藏匿场所。

物理阻隔：部分防寒包裹措施（如缠草绳）也能阻隔部分害虫上树越冬或下

树越冬。

化学防治（谨慎使用）：

时机：主要在植物休眠期（深冬），选择晴朗无风、气温稍高（>4℃）的中

午进行。

药剂：石硫合剂是首选（广谱、高效、低残留、成本低）。明确使用浓度（如

3-5波美度）。或选择其他矿物油乳剂、高效低毒杀虫杀菌剂。

对象与方式：重点喷施树干、枝条（尤其是病虫枝剪口）、地面落叶处、土

壤表面。强调全面、细致。

安全：严格遵守农药安全操作规程，做好人员防护，注意对临近水体和设施

的影响。

监测与记录：

定期巡查，观察记录越冬病虫害迹象（如虫卵块、菌丝体、病斑）。

建立病虫害越冬基数档案，为来年防治提供依据。

物资准备：清单包括清扫工具、修剪工具、刮树皮工具、喷药器械、石硫合

剂或其他药剂、消毒剂、伤口愈合剂、防护用品等。

(四) 应急预案

核心：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保障安全（人、树、设施）。

应急组织架构：

成立冬季植物养护应急小组，明确总负责人、各片区负责人、技术指导、抢

险队员、通讯联络员等。

公布 24小时值班电话和负责人联系方式。



预警与信息接收：

指定专人负责接收气象部门发布的寒潮、大风、暴雪、冻雨、持续低温等极

端天气预警信息。

建立内部信息传递流程（如微信群、短信、电话通知）。

主要应急情形与处置措施：

极端低温/寒潮：

提前检查加固防寒设施（风障、包裹物）。

对重点区域/植物进行额外保温（如加盖一层）。

寒潮过后及时检查植物受冻情况，做好记录，暂不急于处理受冻枝条（待春

季萌芽后判断）。

暴雪/冻雨：

启动除雪预案，组织人员及时、轻柔清除树冠、大型灌木、防寒棚上的积雪

/冰凌。优先处理易折断树种（如雪松、竹子、枝条较脆的树）和重点保护植物。

设置警戒线，防止断枝伤人。

清理主要园路、广场积雪，保障游客安全。

雪后巡查，统计断枝、倒伏树木情况。

大风：

提前加固支撑（特别是新植大树、浅根系树、树冠过大树）。

检查并加固防寒风障、保温棚。

大风过后巡查，清理断枝，扶正加固倒伏树木（如根系未严重损伤）。

设施损坏：防寒包裹物、风障被破坏时，及时修复或更换。

火灾：强调冬季干燥，清除的枯枝落叶堆放点远离火源，加强巡查，配备灭

火器材。

应急物资储备：

清单：除雪工具（雪铲、扫把、吹雪机）、油锯、高枝剪、支撑杆（竹木、

钢管）、铁丝、绳索、备用防寒材料（布、草帘）、急救包、手电筒、警示带、

灭火器等。

指定存放地点，定期检查维护。

信息报告与沟通：

发生严重灾情（如大量树木倒伏、断枝影响安全、古树受损）时，及时向上

级主管部门报告。

必要时，通过公园广播、告示牌等向游客发布安全提示或临时闭园信息。

应急演练：在入冬前组织一次模拟演练，检验预案可行性和人员反应能力。

(五) 组织保障与实施管理

责任分工：明确公园管理处各部门（养护科、安保科、办公室等）、各养护

班组在方案实施中的具体职责。

人员培训：在方案实施前，对所有参与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确保

掌握各项操作规程和应急知识。

资金保障：落实方案所需的物资采购、人工等费用预算，确保资金来源。

巡查与监督：

建立日常巡查制度，检查防寒措施落实、病虫害防控效果、设施完好情况。

设立监督机制，定期对方案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

记录与档案：



详细记录各项措施的实施时间、内容、执行人、效果观察（特别是防寒措施、

喷药情况、应急事件处置）。

建立冬季养护专项档案，保存照片、数据等资料，为下一年度方案制定提供

依据。

沟通协调：与气象、消防、应急管理等部门保持必要联系。

(六) 附件（可选但推荐）

公园主要植物名录及耐寒性分级表

重点防护植物分布图

防寒物资详细清单与预算表

病虫害防控药剂清单及安全使用说明

应急通讯联络表（内部及外部相关部门）

极端天气预警信息接收流程

相关技术规范/标准摘录

三、编写过程中的关键注意事项

深入调研，精准施策：

植物本底调查是基础！必须清楚了解园内植物的种类、数量、规格、位置、

生长状况。

本地气候是核心依据！仔细研究当地历年冬季气象数据（特别是极端值）和

物候特点。

总结历史经验！回顾往年冬季植物受冻、受害情况，分析原因，针对性改进。

突出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避免大而空泛。每一项措施都应具体到“谁、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法/材料、

对什么对象、做到什么标准”。
因地制宜，分类管理。不同区域（向阳/背阴）、不同植物（乔木/灌木/地被）、

不同生长势（健壮/衰弱）、不同栽植年限（新植/老树）的养护需求差异巨大，

方案必须体现这种差异。

强调“预防为主”：无论是防寒还是防虫，方案的重点都应放在预防性措施上

（如清园、涂白、包裹、灌冻水），应急是最后防线。

注重安全与环保：

人员安全：高空作业、机械操作、农药使用、雪天作业等必须严格遵守安全

规程，配备必要防护。

环境安全：选择环保材料，农药使用严格遵守规定，避免污染土壤和水体。

枯枝落叶提倡资源化利用（粉碎堆肥）。

预算与资源匹配：措施设定要考虑实际预算和人力物力资源，分轻重缓急，

确保核心措施能落实。

语言清晰，结构合理：使用专业但易懂的语言，逻辑清晰，层次分明，方便

不同岗位人员理解和执行。善用图表（如时间表、分布图、流程图）辅助说明。

动态更新：方案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冬季结束后应进行评估总结，根据效

果和新的情况（如新增植物、气候变化趋势）修订完善下一年度的方案。

四、常见错误规避

缺乏针对性：生搬硬套其他地区或其他公园的方案，不考虑本地本园实际。



措施笼统不具体：如只写“做好防寒”，未说明具体方法、对象、标准。

忽略基础工作：轻视清园、涂白、灌冻水等基础性、低成本但高效的措施。

应急预案缺失或空洞：没有具体的组织、流程、物资和处置措施。

忽略监测记录：做了工作但未记录，无法评估效果和追溯。

责任分工不清：导致任务落空或推诿。

预算不切实际：导致方案无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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