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树检查“内脏”
挽救了上千棵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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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医院检查身体时要做B超 ，
通过B超可以诊断肝 、 胆 、 肾 、 膀
胱、 子宫、 卵巢等多种脏器的疾病。
树的 “内脏” 怎样检查呢？ 北京市园
林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巢阳利用
“B超” 给树检查 “内脏”， 达到了预
防为主的目的， 挽救了上千棵古树。
巢阳对记者说： “这个仪器是检测树
体空洞。” 目前在我国使用这个检测
树体空洞的单位只有北京市园林科学
研究院。

巢阳给记者演示了对一棵老杨树
做的 “B超 ”。 他先把一颗 “钉子 ”
钉在树皮上。 他说： “感觉钉到了树
的 ‘内肉’ 就可以了。” 然后， 他以
这个 “钉子” 为点， 用皮尺围着树绕
一圈， 知道树围尺寸后， 再均匀钉8
个 “钉子 ”。 巢阳说 ： “这 ‘钉子 ’
就是传导器。” 钉完 “钉子”， 他又接
上8个 “钉子” 传导线， 传导线再接
上传感器， 再把传感器接到电脑上。
他又将电脑调整好后， 拿着小锤子敲
打每一个 “钉子”， 每敲打一个 “钉
子”， 电脑里就会出现数据。 敲打完8
个 “钉子” 之后， 基本上知道这棵树
的状况了 。 他通过检查几个项目之
后， 电脑里显示出了这棵树彩色的横
截面。 他对记者说： “你看， 这棵树
有一边出现了问题。 这是二维画面。
我们还可以出现三维画面。” 他又调
试出三维画面。 巢阳说： “我们对树
做 ‘B超’ 的目的就是提前知道树的
状况， 知道树有空洞后， 让有关单位
及时做好维护、 支撑工作。 如果不知
道树有空洞， 遇到狂风时树就折了，
再想让树恢复原状是不可能的了。”

巢阳做古树研究已经有很多年
了。 他看到一棵一棵古树在没有任何
征兆 、 支撑下被狂风刮倒 ， 很是心
疼。 他对记者说： “上世纪美国前国
务卿基辛格博士游览天坛公园时曾这
样感慨过， 以美国的国力， 我们可以
复制几个天坛， 但是我们不能复制天
坛中的古树。 美国人都意识到了古树
不能死而复生， 我们更应该在保护古
树上下功夫。” 巢阳在观察刮倒的古
树时发现， 这些古树外皮都很好， 而
内脏是空的。 他介绍： “以前， 我们
检查古树是不是空的， 是将一根铁管

扎进古树， 感觉是空的就是空的。 这
样也损害古树。” 怎样在不损害古树
的情况下 ， 又能够知道古树是空的
呢？ 他想到了给人检查身体时用的B
超， 如果用B超给古树检查树体， 是
不是也能够起到检查树体内脏的作用
呢？ 他通过查阅大量资料， 从网上知
道了有一种仪器类似给人做B超的树
“B超”。 他向领导请示从国外买一个
树 “B超 ”。 院领导非常支持他的想
法。

2008年， 这家研究院在上级单位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下，
投资14万元从欧洲购买了这个树 “B
超”。 第一次使用便对北京站前的10
棵古国槐进行了 “B超” 体检。 巢阳
说： “东城区园林局要移植这10棵古
国槐， 但是不知道它们的身体状况，
是不是能经受住移植的考验， 怕在移
植中把古国槐折断。 于是， 他们找到
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用树 ‘B超’ 给
这些古国槐体检。 我们也是出于对古
树的爱惜， 帮助他们对10棵古国槐进
行了 ‘B超’ 体检。 体检结果是， 这
10棵古国槐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空
洞。 他们采纳了我们的建议， 在移植
的过程中， 多做支撑架， 没有损害一
棵古国槐。 这次体检对10棵古国槐移
植起到了保护作用。”

从2008年到今年， 巢阳已经对北
京市的600多棵古油松、 银杏和古国
槐进行了体检。 巢阳说： “之前， 我
们用的二维 ‘B超 ’。 今年我们又投
资15万元从欧洲购买了三维 ‘B超’，
技术更加先进了 。” 巢阳用新的 “B
超 ” 对颐和园的28棵油松进行了体
检。 巢阳让记者看了检测报告。 巢阳
说 ： “我们检测后要写出结论和建
议。” 比如， 他对一棵油松的建议是：
“对树体上已修补的树洞进行检查 ，
检查修补处有无开裂、 破损， 若有则
需立即修补。 对树干上的断枝、 断口
进行清理、 防水、 防腐处理” 等共有
五条建议。 巢阳说： “我们的建议得
到了有关单位的重视， 他们都采取了
围栏、 支撑等防护措施， 有效地保护
了树木茁壮成长。 保护了树木就保护
了环境、 生态， 给游客增加了新的生
态景点。”

在天坛公园管理处高级工程师张
卉的办公室里， 她打开电脑让记者观
看了天坛公园的古树档案。 她对记者
说： “天坛公园有100年以上的古树
3562棵， 九成是古柏， 其它是国槐和
银杏等， 最早的古树树龄有800多年
了， 比天坛公园还早了200多年。”

张卉从档案柜里翻出了一个棕色
皮面的大档案本。 张卉说： “上世纪
80年代， 虽然已有了电脑， 但软件很
简单。 都是DOS和C语言等， 做出的
古树档案， 其实就是户口本儿。 每页
的信息无法实时更新， 查找起来也很
麻烦。 说是古树档案， 其实就是户口
卡。 上面只有古树的树名、 年龄等简
单的信息。 直到多年后， 大家摸索出
了经验， 才建立了真正的档案。 记者
在电脑上看到， 记录着每棵古树的树
名、 编号、 树皮状态、 区号、 位置、
古树周边的植被情况、 每次施肥、 浇
水的情况， 并且配了照片。

怎样才能了解这些信息呢？ 张卉
背着一个小包， 里面装信息处理器，
带着记者走到一棵古树前， 指着树上
一个不起眼的小钉子对记者说： “这
个小钉叫信息钉。 每棵古树北侧1.5
米的胸径上 ， 都钉了这个信息钉 。”
张卉拿着信息处理器对着小钉子一
扫古树的信息就显示出来， 并且传送
到她的办公室里的电脑。

天坛公园不仅从建档案上保护古
树 ， 而且成立了数十人 “古树医疗
队”。 他们在古树正常生长时， 负责
古树 “保健”， 古树出现 “病情” 时，
为古树 “治病”。 每年 “古树医疗队”
要对古树进行多次的封干， 灭虫。 每
年定期为古树施肥复壮， 地面打孔通
气， 改良土壤， 增加保护设施， 加强
树周施工监管等。 近几年来， 天坛公
园没有一棵古树病亡。

“2003年11月6日的大雪是对古
树一次最大的打击。 天坛很多树的枝
叉被积雪压断 。 职工看着很心疼 。”
张卉说。 绿化队一队队长于辉看到一
棵古槐被积雪压得已瘫倒在地， 齐根
折断， 只连着树皮了。 很多人都觉得
这棵古树肯定是不行了 。 可公园领
导、 于辉和 “古树医疗队” 的队员们
都不愿放弃。 他们先对古槐进行了去

枝 、 去叶 ， 以减少它体内水分的蒸
发。 在去枝过程中发现， 古槐的主干
已被虫子蛀空了。 他们又用药物对树
干内部进行了清理和防腐处理。 在操
作时， 他们小心翼翼， 生怕把连着的
一点树皮碰断， 这可是老古槐的生命
线呀！ 张卉说： “当时天很冷， 可为
了操作方便， 大家都穿着单衣， 不戴
手套。 老师傅们拿着锯的手都被冻得
又红又紫。 干上不到半个小时， 握锯
的手都张不开了。 修剪完成后， 队员
们把吊车开到现场， 先是大家一起把
古槐搬起 ， 将一个支架垫在它的头
部。 然后绑好绳索， 吊一点， 就在古
槐下部支一点儿。 这样， 轻轻地把古
槐吊直 。 平时几分钟就能干好的活
儿， 这时却吊装了一个小时。 为的是
让古槐又恢复原位， 又不至于让它再
次受到伤害。 当时已是下午， 雪都化
了， 天又阴又冷。 可现场没有一个人
离开， 喝一口热水。 在主干基本复原
的情况下， 又以三道树箍固定树体，
保证其劈裂的树皮基本合拢， 最后上
一道树箍的位置确定在主干第一分枝
下方 ， 然后在这道树箍的西南 、 东
南、 正北三个方向焊接支撑竿， 将树
体承托起来。 树箍和支撑有效地保证
了树体的完整和直立。 最后， 用塑料
布将树干包裹起来， 防止树皮失水干
燥 ， 同时搭设风障 ， 保证其安全越
冬。” 在整个冬季， 于辉和队员们轮
流对这株国槐加强巡视。 同时加强春
水工作， 浇水3遍。 经过这一系列抢
救措施， 这株古槐于2004年5月20日
左右多处萌发新芽 。 萌发的新芽使
人们感到奇迹的诞生， 同时更加悉心
呵护这株起死回生的国槐。 老古槐活
了……可它的样子却太难看了。 “古
树医疗队” 又想个办法， 请来了古树
整容的专家———木匠出身的王师傅。
王师傅根据槐树的树龄、 皮色和纹理
对老古槐进行了整容手术， 让它再一
次焕发了青春。 现在， 当人们走到西
北门北侧绿地时， 会看到一株发出多
个枝干的古槐， 这就是被 “古树医疗
队” 救活的老国槐。 张卉说： “像这
样的事还很多， 神乐署的古槐———神
乐槐， 以及另外两棵大银杏也是在医
疗队的帮助下恢复了活力。”

巢阳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本报首席记者 阎义 文/摄

张卉 天坛公园管理处高级工程师

“古树医疗队”
专为公园古树做手术 □本报首席记者 阎义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