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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株古树都有绚丽的传说和文化，又被称
为“历史的活化石”。近年，作为野外探险、摄
影、科学考察、休闲旅游的选择，古树名木专题
游大受追捧。然而，在人类活动和追求利益的
同时，古树名木的保护也亟待加强。

目前，地方性规章条例的缺失仍是制约我
市古树保护的最大障碍。

2001 年，我市出台《洛阳市城市古树名
木保护管理办法》，并于 2005 年和 2006 年
进行两次修订且沿用至今，为城市建成区
的古树名木设立了“保护伞”。然而，古树
资源超过 90%的县域地区，却没有一部正
式的规章制度。市林业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只有用法律手段来打击移栽、砍伐、转
让、损毁古树的违法行为，古树名木保护才
能落到实处。

目前，青岛、北京、成都、苏州、武汉、海
口、银川、西安等许多城市都相继出台了地
方性法规，对古树名木实施严格保护。有关
林业专家表示，我市对保护古树名木亟待立
法，尽快通过出台城乡全覆盖的古树保护条
例、划清古树权属、设立行政许可、规范古树
名木迁移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
对古树名木的破坏。同时，落实养护责任，
真正做到“树有人管，责有人担”，建立古树
名木责任追究制，形成依法保护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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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林业大学课题
组和我市林业专家，对全市银
杏、国槐、皂荚3个树种101株
古树进行树叶采样。科研人员
将通过生物学分析的方法，探
索树木基因与树龄的关联，进
而准确判断树木的真实年龄。
如果该课题推进顺利，将改变
目前无法通过非损害方式获取
古树树龄的现状，而相关研究
成果也将率先在我市应用。日
前，记者走进课题组为您揭开
古树树龄的秘密。

炎炎夏日，洛龙区龙门镇侯沟村的5棵参天皂荚
树为村民提供了乘凉的处所。“这些树是村子的根，没
有人敢去伤害它们。”80多岁的李爱珍说。

树干中空，枝繁叶茂，即便两人合抱，也难以将古
树围住……走近其中一棵皂荚树，蓝色的信息牌上显
示：树种为皂荚，树龄800年，保护等级一级。我市林
业专家、林业高级工程师刘国亮说，在我市每棵古树
都有这样一个“身份证”，古树的树种、树龄、地理位
置、保护等级都清晰可见。

市林业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市3.3万株

古树名木均已普查建档并挂牌保护，约占全省总数的
2/3。为了给古树编造一本“集体户口簿”，我市先后
出版《洛阳古树名木录》《河南栾川古树名木》等古树
名木检索工具书。

但是，细心的人会发现，无论是翻开古树的“集体
户口簿”还是查看独有的“身份证”，对树龄的记载都
是500年、800年或是1200年这样的整数，精确到十
位数的十分鲜见。

我们不禁猜测，究竟是何原因让古树隐瞒了真实
年龄，而以模糊的整数树龄示人？

数年轮，知树龄，是人尽皆知的常识。然而，为了
得到古树的树龄而将其砍掉，便失去了保护的初衷，
得不偿失。刘国亮说，目前由于技术和研究手段滞
后，为了保证古树的完整性，想要科学、准确地鉴定树
龄依然困难。

古树树龄测定有不少方法，包括年轮测定鉴定
法、碳14精确测定法、访谈调查估测法、文献追踪调
查法、实地勘测调查法等。

“年轮测定鉴定法和碳14精确测定法的结果相对
准确，但均要从树干上取样实验，对古树生长百害无一
利。”刘国亮说，年轮测定法和考古发掘有异曲同工之

处，想判断墓葬年代，可用洛阳铲从地下钻土取样；而
年轮测定法则是利用树木生长锥，直接在树干上钻洞
取样，这样会对古树造成损伤。所以，跟古树打了30
多年交道的刘国亮从未采用过这种方法。

因此，我市在对古树树龄鉴定上，往往采用估测
方法，主要涉及访谈调查估测法和实地勘测调查法两
种。其中，访谈调查估测法是通过实地考察、走访当
地老人来推测古树的大致年龄；实地勘测调查法是根
据所测古树的生长状况、形态特征、外观老化程度、树
种的生物学特性及相关的测量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推
断其树龄。

用专业剪刀取下古树树叶后，包裹在锡纸中，记下
编号，然后放入-196℃的液氮中保存……日前，在侯沟
村，北京林业大学古树研究课题组对皂荚树的取样过
程，引来不少村民围观。

全程跟随课题组采样的市林业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课题组先后到我市嵩县、伊川县、洛龙区采集古树
叶片样本，共采集银杏、国槐、皂荚3个树种101株古
树样品，采样505包。

“这些树叶样本涉及同一古树的不同年龄阶段，用
锡纸包裹并用液氮封存是为了保护古树树叶的基因构

造。”北京林业大学古树研究课题组成员杜旭东说，它们
将被带回北京实验室，提取基因。

树龄信息会在树叶基因中有所体现，后期实验将
通过对基因链长短、基因排序等领域的研究和分析，
建立某个树种的树龄基因模型和曲线。也就是说，此
后判断该树种树龄时，只要将树叶的基因数据代入模
型，便可知道较为准确的树龄。

杜旭东说，此项研究从传统物理推测中脱离出来，
创造性地采用基因分析法对古树树龄进行无损伤鉴
定，后期研究成果将为古树保护提供新的技术支撑。

作为全省唯一被选中的样本采集地，我市获得北
京林业大学古树研究课题组的青睐并非偶然。杜旭
东说，洛阳古树总量大、分布广、树种全，最为重要的
是每棵古树都有详细档案，选取洛阳古树样本获取的
研究成果，能够较为准确反映同类树种的普遍特征。

“拥有 5000 年文明史和 4000 多年城市史的洛
阳，古树名木遗存异常丰富。”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说。目前，我市共普查建档古树名木 3.3 万株，约占
全省建档古树名木总数的2/3。其中，散生古树多分
布在古刹庙宇或者民间的房前屋后，古树群则多分布
在大型林场、风景名胜区中，主要有侧柏、银杏、皂荚、
国槐等树种，全市最古老的散生古树是新安县树龄
2600年的橿子栎。

在课题组为期4天的调查取样中，《洛阳古树名
木录》始终不离左右。杜旭东说，样本选取十分复杂，

要涵盖不同地域、不同树龄阶段的古树样本。如果没
有明确记载，单靠人工寻找，势必将事倍功半。

“有身份证、有户口簿、有管护主体”是我市开展古
树保护的三个原则。市林业局有关负责人说：“2010
年，集全市之力编写的《洛阳古树名木录》给当时普查
的10419株古树上了“户口”。去年，我市开启新一轮
古树普查建档工作，共普查3.3万株古树，其中栾川县
新增古树数量最多。为此，栾川县于今年6月出版了

《河南栾川古树名木》，给古树“新生儿”也上了“户口”。
这些书图文并茂、资料翔实地把每株古树和每个古

树群的相关信息条分缕析地列出，例如，豫C0986就是
一株连香树，树龄800年，保护级别一级，位于龙峪湾林
场仙人谷，GPS坐标是19572393、3729184。

杜旭东说，按照书中记载和分树种检索表，可以
准确选择并快速找到符合要求的古树。

在我国，树龄是判断古树保护等级的唯一依据。
此外，《洛阳市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也对

私自移栽、砍伐、转让、损毁古树名木的行为，根据树
木保护等级明确不同程度的处罚规定。

既然古树树龄是估测得来的，究竟是否能够充
当定级和处罚依据呢？对此，市林业部门负责人

说，根据《全国古树名木普查建档技术规定》，凡是
有文献、史料及传说有据的可视作“真实年龄”，有
传说无据可依的视作“传说年龄”；“估测年龄”在估
测前要认真走访，并根据各地制定的参照数据类推
估测，两种方式所得树龄均可作为定级和处罚依
据。

树龄在百年以上的树即
为古树，并分三级保护。树
龄 500 年以上的，定为一级
古树；树龄在 300 年至 499
年的，定为二级古树；树龄在
100 年至 299 年，定为三级
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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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象 古树树龄为何多为“大整数”

2原因 技术滞后难以准确估测

3探索 基因分析或将揭开树龄奥秘

4机缘 北林大课题组选中洛阳为样本采集地

6

保护 树龄可作为定级和处罚依据

呼声 实现古树立法保护全覆盖

采集样本采集样本 白云飞白云飞 摄摄

将封存的树叶放入液氮中保存将封存的树叶放入液氮中保存 白云飞白云飞 摄摄

千年连香树千年连香树（（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