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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1.1 项目名称

中山市殡仪馆改扩建工程树木处置方案。

1.2 项目区位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东区沙石公路 2 号中山市殡仪馆现状用 地 15667.7 平方米（23.50 亩）

及新增两块用地（合计 31.28 亩）。

1.3 项目规模

本本项目总建筑面积将达到 36339 平方米，其中新建面积为 35660 平方米、改造面积为 679

平方米。

建设单位为中山市殡仪馆，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26802 万元。

1.4 树木资源调查范围

本项目树木资源调查范围为中山市殡仪馆现有用地及周边部分用地的树木，主要包括入口停车

场，入口广场，车间，业务楼等区域的树木。

1.5 项目背景及建设必要性

1.5.1 项目背景

殡葬服务是民生事业的重要一环，事关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人民群众对殡葬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城市人口快速扩张以及殡葬公共服务设施投资滞

后等原因，目前 我国殡葬事业发展水平普遍与人民群众期待需求及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存在差距。

殡仪馆是提供殡葬服务的主体，其服务能力及水平关系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

业和民生工程。但我国各地殡 仪馆大部分存在基础设施老化、场地面积不足、超负荷运作等现实

困 难，对此，扎实做好项目迁建或改造各项工作，以满足人民群众殡葬 需求为导向，不断提升为

老百姓“生命善终”服务的能力。 中山市殡仪馆是中山市唯一一间殡仪馆，于 1987 年搬迁至现

址， 现有用地 15667.7 平方米（折合约 23.5 亩），建筑面积 4999 平方米， 集遗体防腐保存、

群众追思悼念、遗体火化、骨灰安放等于一体。自 1998 年中山市实施殡葬改革，全面禁止土葬实

行火化，20 多年来该馆 业务量增长了 6 倍，年处理遗体量从原来的不足 2000 具增加到 2020 年

的 13285 具，业务量在全省八十多个殡仪馆当中排名第四。但殡仪 馆由于场地狭小、建设时间久

远，目前存在以下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一、火化机超负荷运作。受场地制约，现状只能配置 8 台

火化机，未 达国家标准要求的 10-15 台，火化机长期超负荷运行接近极限、尾气 处理设备为临

时建筑难以维持长久；二、房屋设施陈旧老化存在安全 隐患。该馆大部分房屋设施建成于上世纪 80

年代，受当年的施工条件 所限，建筑物已多处出现不同程度的墙体剥落或地基下沉、渗水等状 况，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且各房屋建筑由于未办理消防验收均未办理 房屋产权证。三、各项专用设施

严重缺失。如防腐车间空间极度有限、 冷藏遗体存量已饱和，悼念堂数量严重不足、无等候休息

室及告别室，专用拜祭区域较小，无法满足群众的悼念及拜祭服务需求等；四、没 有规范的公共

停车场。目前公众停车位于殡仪馆门口外面两侧的沙石 场地，车位少、停车不规范、遇雨天十分

不便；遇上业务高峰期及清 明期间馆外交通拥堵；五、火化用油油库为临时搭建，电房设在山边 转

角处，车辆及大型设备无法进入，不满足安全性要求。总体而言， 市殡仪馆现有的建筑场馆及配

套硬件设施服务能力不足，硬件设施建 设不仅落后于周边城市，同时难以适应当前社会发展、文

明进步的要 求和群众治丧的需求，严重制约了该馆提升现代化殡仪服务的能力， 改造扩建工作迫

在眉睫。由于殡仪馆用地面积有限，受建筑指标的限 制，需要拆除房屋进行重建，方有利于整个

场馆的平面布局、设计形 象及扩大建筑规模。

1.5.2 项目建设必要性

（1）项目建设能有效解决中山市殡仪馆现状场地及设施不足

殡仪馆是为全社会服务的一个部门，是社会进步的产物。随着社 会经济水平的日益发展和人

民群众对殡葬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升， 加强和规范殡仪馆建设，提高殡仪馆项目规划建设和科

学管理水平， 并把殡仪馆的改扩建任务纳入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规划之中，是全 国各地牢筑民

生兜底水平的重要课题和必达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 2017 年 9 月制定颁布

了《殡仪馆建设标准》，是指 导和规范殡仪馆新建、改建和扩建工作，促进和提高殡仪馆服务水

平 的主要政策依据。 中山市殡仪馆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业务量不断增加，目前已 严重超



3

负荷运作，虽经后续加建及增设设备，但其设备设施和服务能 力还是不符合《殡仪馆建设标准》

相关要求，尤其是设施陈旧老化、 部分房建存在地基下沉、渗水等安全隐患、现状规模远小于相

应处理 量的标准规模、火化机数量不达标等。为服从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建 设与人口发展的需求，

中山市委、市政府要求市民政局尽快启动殡仪 馆的改扩建工作，力求尽快改变全市殡葬服务项目

相对落后的局面。中山市殡仪馆改扩建工程的实施，将全面提高市殡仪馆的建设标 准及服务规模，

解决殡仪馆现状场地及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是中山 市民生公益类基础设施的重要建设内容之一，

有助于中山市在民生事 业方面补齐短板、提升能力。

（2）项目建设有助于提高中山市殡葬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以及国家殡葬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殡仪 馆成为了唯一合法的专业治

丧场所，是提供殡葬服务的主要载体。殡 葬作为特殊的服务性行业，其服务对象既有逝者，又有

逝者的家属， 工作环境本身充满了痛苦和悲哀、感伤与压抑的主观情绪，对此，殡 仪馆应提供高

质量的服务，及时解决丧家困难，为每一位逝者及其家 人献上一场圆满的人生谢幕礼，满足“生

死两安”的精神需求，传播 现代文明理念和传递慈悲温暖。 中山市殡仪馆由于目前受场地制约，

硬件设施建设水平滞后，严 重制约了该馆提供现代化殡仪服务，例如悼念堂数量严重不足，无法 满

足群众的悼念服务需求；没有专用的等候休息室，即使寒冬炎夏， 丧属只能在露天场地或阳光棚

下集中等候；没有专用告别室，情绪低 落的丧属送别逝者只能在公共区域、众人视线下进行等现

象，容易导 致悲痛哀伤的氛围在整个馆区蔓延，给办丧群众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 和不良印象。此

外，由于停车场严重不足、没有专用拜祭场等场地缺 陷，每年在拜祭高峰期均有不少群众因交通

拥堵、场地拥挤、排队等 候时间过长等问题提出不满意见。显而易见，中山市殡仪馆现状条件 无

法进一步提升殡葬服务水平，难以满足群众益增的殡葬服务需求， 改造扩建工作迫在眉睫。 通过

实施中山市殡仪馆改扩建工程，按照国家建设标准、参考省 内外先进水平，全面完备殡仪馆的各

项服务设施及服务容量，在此基 础上开展殡葬服务管理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以服务为

导向，以丧属需求为出发点，增强基础殡葬服务能力，提供优质殡葬服务供 给，有助于极大提高

全市的殡葬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水平。

（3）项目实施是弘扬文明殡葬理念，推动殡葬改革进步的需要

殡葬改革是破千年旧俗、树一代新风的社会改革，是一项利国利 民和惠及子孙后代的好事实

事。推进殡葬改革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容。推进殡葬改革关键是注

重在改变人的 旧丧葬习俗和旧传统观念上下功夫、做文章，从根本上倡导一种让公 众既不去互相

攀比、迷信旧俗，又能够体面寄托哀思、满足心理慰藉； 既能节俭办理丧事，又能节约土地资源

的丧葬新风尚。 殡仪馆在我国是殡葬改革的载体，也是宣传文明理念、弘扬殡葬 新风尚的一个主

阵地。中山市殡仪馆由于场地制约及功能布局所限， 目前没有专门区域用来宣传孝道文化、生命

文化以及文明、节俭、生 态殡葬方式，在场馆环境氛围及业务流程操作上也难以宣贯文明殡葬 理

念的新风尚，整体缺少人文精神关怀的深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高度。 中山市殡仪馆改扩

建工程完成后，场馆面积及功能布局将得到极 大改善，可充分利用新建悼念厅、悼念休息厅、绿

化广场等空间建设 殡葬文化宣传驿站及文化长廊，深入宣传殡葬法规政策，普及科学知 识，传递

孝道感恩文化及博爱精神，引导群众转变观念、革除陋俗、 理性消费，树立厚养薄葬、文明节俭、

生态环保的殡葬新风尚，不仅 在微观上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在宏观上也有利于潜移默化推进移风

易 俗，推动全市殡葬改革进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水平。

（4）项目实施是加强民生事业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殡葬工作覆盖面广、涉及千家万户、社会关注度高，是一项复杂 的民生工程、系统工程。国

家和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殡葬改革， 提出要加快补齐殡葬设施短板，坚持规划先行、因地

制宜和建管并举， 推进殡葬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时完善殡仪馆设施设备，加强殡 葬设施运

行管护，提高殡葬服务能力和水平；要优化提升殡葬管理服 务，深入开展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

整治行动，促进殡葬事业持续健 康有序发展。 近年来，中山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紧扣高 质量发展要求，持之以恒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民生事业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

展望未来，中山市将以提升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 为重点，继续加大民生事业和民政工作的

投入。《中山市民政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对殡葬工作提出“结合人口发

展趋 势，编制我市殡葬设施建设规划。建立健全城乡居民基本殡葬公共服 务体系”“坚持殡葬改

革与强化殡葬公共服务并重，促进精神文明和生 态文明建设”等工作重点，着力提升专项事务水

平。

中山市殡仪馆是全市重要的殡葬公共设施，也是开展殡葬工作的 主要载体之一。面对殡仪馆

硬件建设明显滞后这一短板，通过实施改 扩建工程，进一步提升殡仪馆的服务能力及水平。项目

的建设和实施， 是中山市加强民生事业现代化建设，提升全市民政工作的兜底能力， 增进人民群

众福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是必要的，应尽快实施，因此需对本项目范围内树木编制树木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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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图

研究过程

（1）2022 年 4 月，开始编制《中山市殡仪馆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2022 年 5 月，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通过《中山市殡仪馆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工作。

（3）2023 年 7 月，组织园林行业专家对中山市殡仪馆改扩建工程待处置绿化树木进行评审工

作并形成评审意见。

（4）2023 年 7 月，开始编制《中山市殡仪馆改扩建工程树木处置方案》的工作。

（5）2024 年 3 月，在东区街道办事处召开《中山市殡仪馆改扩建工程树木处置方案专家部门

联席会议》评审工作，并形成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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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依据

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4）《城市绿化条例》

（5）《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

2.2 技术规范及指引

（1） 《中山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2023 版）》

（2）《中山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3）《中山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中府[2004]116 号）》

（4）《园林绿化养护标准》CJJ/T 287-2018

（5）《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GB55014-2021

（6）《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 CJJ75-1997

（7）《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37-2012

（8）《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82-2012

2.3 指导性文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国发办【2021】19 号

（2）《中山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

（3）《关于完善中山市绿化工作管理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

2.4 任务依据

（1）《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中山市殡仪馆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2）《中山市殡仪馆改扩建工程待处置绿化树木评审意见》

（3）《中山市殡仪馆改扩建工程树木处置方案专家部门联席会议评审意见》

3 编制原则

3.1 树木分类基本定义

（1）古树名木：古树，是指树龄在 100 年以上（含 100 年）的树木。名木，是指国内外稀有

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2）其它树木：除古树名木以外的其它树木。

3.2 树木处置原则

（1）规范程序。对于确须移植或砍伐的树木应依法依规办理移植或砍伐审批手续，审批结果

及时在指定网站做好公开公示。施工时，应在现场显著位置设立告示牌进行公示。对未经审批的移

植、砍伐行为要从严处罚。

（2）妥善管理。应留尽留，最大限度保护。就近迁移树木，施工进场前先移植至蝶桥西侧绿

地内。

（3）质量管控。严把苗木质量关，对现有移植树种需要严格按照规范实行质量保证。保证移

植过程中的树木存活率。

（4）专业施工。绿化工程建设严格按照施工规范进行。地形整理、树穴开挖、基肥施放等必

须符合设计要求，严禁偷工减料。

（5）精细养护。对苗木进行科学管理，规范树木培育、病虫害防治、树木健康评估、树木修

剪等工作。合理修剪树木，避免对原有和新种树木过度截枝截干。

（6）落实监管。对项目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建立监督检查、考核评价及奖惩问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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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人为本。加强公众参与，营造共建共享氛围。道路绿化方案及树木回迁移植方案须按

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开展专家论证。

3.3树木利用原则

（1）科学绿化

科学绿化是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保护修复自然生态系统统、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

全的重要举措。坚持树木保护优先、分级分类，合理利用的指导思想，保护树木及其生境。

1）充分研究论证，做到应保尽保，胸径在 20cm 以上（含 20cm）80cm 以下（不包含 80cm）的

树木，确实需要迁移的树木，原则上在项目范围内 100%回迁移植利用。

2）古树名木，必须保留。

3)无迁移利用价值树木，不作保留。

（2）整体协调原则

绿地系统是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系统，应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场地红线内的绿地与与

场地外道路绿化系统综合考虑，全面安排，实现绿地系统的优化利用。

景观设计协调性可体现在外部协调性与项目本身内部协调性两方面。园区内绿地景观与外部环

境景色特色特点协调统一，体现地域特色，展现门户形象。内部协调性主要研究场地内建筑与内部

道路综合考虑产生景观视觉效果，为舒适、安全、美丽园区创造条件。

（3）因地制宜、适地适绿，充分考虑水资源承载能力，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构

建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

（4）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建设“以人为本”的道路系统，处理好建筑与绿化、内部道路与绿化、人与绿化的关系，重视

园区绿化设计，是建筑布局与绿化环境协调统一。

（5）注重环境保护，与周边协调

重视园区内部的绿化景观与周边道路绿化景观的协调性，通过景观的多样变化，达到空间生

态、绿色、景观的有机组合，在方案设计中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干扰。

（6）景观多样性原则

从景观元素及结构方面的多样性，主要从景观类型的多样性方面体现。本项目人行道及周边

公共绿地功能的区别，考虑植物种类配置的多样性，多种植物合理搭配，营造复杂的植物群落结构，

形成多样化的植物景观。

（7）统一性

绿化景观不但要有本身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而且要融入到周边环境中去，与整个城市环境保持

统一。拆除重建后的园区景观与旧建筑改造后的园区景观效果保持一致，树种变化树种变化根据植

物的形态、质感、色彩、采取逐渐过渡的方式，是使视觉平稳过渡、不觉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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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状树木情况调研

4.1 现状树木摸查情况

4.1.1 树木资源调查范围

本项目树木资源调查范围为中山市殡仪馆现有用地及周边部分用地的树木，主要包括入口停车

场，入口广场，车间，业务楼等区域的树木，总共 119 株。

4.1.2 树木资源调查分析

项目组对项目范围（详见图 4-1）内的树木进行详细摸查，具体如下：

（1）项目红线范围内的树木包括广场树木、绿化带内的树木，树木间距不定。

（2）项目红线内现植树木种类包括：白兰、大王椰子、大叶榕、蒲桃、荔枝、龙柏、芒果、

木麻黄、木棉、南洋楹、朴树、乌榄、大叶相思、小叶榕，总计 119 株。大部分树木长势良好，具

体详见现状树木摸查表（详见表 4-2）。

4-1 范围示意图

中山市殡仪馆改扩建项目施工区域树木资源——摸查表

序号 权属 树种
规格 现状

胸径（cm） 地径（cm） 净杆高（m） 数量（株） 小计（株）

1

中山市殡仪

馆

白兰
11-13 9

11
33-38 2

2 大王椰子 H7-H8 6 6

3 大叶榕

65 1

4
72 1

103 1

170 1

4 蒲桃
33-38 4

6
43-46 2

5 荔枝

21-28 6

31

32-38 16

42-48 6

52-58 2

62 1

6 龙柏 12-15 23 23

7 芒果

30-35 1

1141-45 7

50 3

8 木麻黄 68 1 1

9 木棉

27 1

5
35-37 2

42 1

61 1

10 南洋楹

53 1

365 1

75 1

11 朴树 56 1 1

12 乌榄
35 1

2
62 1

13 大叶相思
35 3

6
42-45 3

14 小叶榕

28 1

9

32-35 2

45 1

52-55 3

65 2

总计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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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白兰 现状大王椰子 现状大叶榕 现状蒲桃

现状荔枝 现状龙柏 现状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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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木麻黄 现状木棉 现状南洋楹 现状朴树

现状乌榄 现状大叶相思 现状小叶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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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树木处置方案

5.1 树木处置方案总体分析

本项目范围内共计绿化树木 119 株，不涉及古树名木。其中，回迁利用 55 株，异地迁移种植

48株，异地处理 16 株。

5.2 树木迁移方案

5.2.1 树木迁移必要性

本项目为殡仪馆扩建项目，项目范围内需要拆除原有的入口广场、原有的业务楼、原有服务楼

车间等，按照规划设计新建业务楼、车间、服务楼、地下车库等涉及场地内的建筑布局、交通流线

以及用地标高的重大调整，原有大部分树木影响施工建设，大部分无法原地保留，需要迁移处理。

原有树木中部分树龄较大迁移成活率低，无观赏价值，需要迁移处理。入口广场的大王椰子主干较

高修剪难度大，且落叶危害行人安全，需要迁移处理。

综合本项目项目施工建设及树木生长情况等因素进行考虑，应对待处置树木进行必要的迁移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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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树木迁移原因

（1）现状建筑拆除需要致树木迁移：

本建设项目为殡仪馆扩建项目，在用地范围内规划新建业务楼、服务楼、车间、地面停车场、

广场等，需要拆除原有的入口广场、原有的业务楼、原有的服务楼及车间等，建设范围内涉及的树

木影响施工作业，大部分无法原地保留需进行迁移处理。本次迁移范围为原入口停车场、入口广场、

原服务楼、原业务楼车间附近等绿化用地（详见原状拆除示意图）。

现状示意图

（2）规划建筑及地下车库的建设需要致树木迁移：

本建设项目规划在用地范围内新建业务楼、服务楼、车间、地面停车场、广场等，需要开挖车

库基坑涉及调整场地地形标高等，建设范围内涉及的树木影响施工安全，大部分无法原地保留需进

行迁移处理。本次迁移范围为原入口广场、停车场附近等绿化用地（详见建设示意图）。

建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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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树木异地处理方案

5.3.1 树木异地处理原因

1. 项目范围内大王椰子 6株，净杆高 7-8m，树龄老化，主干较高修剪难度大，且落叶危害行

人安全，迁移成活率低，且树种易受全国检疫性和危害性林业有害生物危害；详见图 A

2. 大叶相思（胸径 35-45cm）6 株，为速生树种，树龄老化，迁移成活率极低，迁移价值不高；

详见图 B。

3.木麻黄（胸径 68cm）1 株、南洋楹（胸径 53-75cm）3 株树龄老化、迁移难以成活，迁移价

值不高，建议异地处理，详见图 C、D。

因此，建议以上树木异地处理，小计 16株。

图 A 大王椰子 图 B 大叶相思

图 C 南洋楹 图 D 木麻黄



13

5.3.2 对异地处理树木的补救措施

本项目异地处理树木计划在本项目中山市殡仪馆改扩建工程新园区内中进行补植。。根据中发

改费管函[2016]1124 号文中的恢复绿化补偿费材料费标准进行核算，本项目异地处理的树木有大

王椰子 6株、大叶相思 6株、木麻黄 1株、南洋楹 3 株，费用合计 160814 元；等价补植人面子（胸

径 15cm）77 株，费用为 161546 元。为此，新种 77 株人面子计划作为补救。

项目 树种 胸茎/净杆

高

数量 单价（元） 费用（元） 总费用

（元）

中山市殡仪馆改扩

建工程原址异地处

理树木

大王椰子 7-8m 6 17003 102018 160814

大叶相思 35cm 3 4627 13881

大叶相思 42-45 3 5685 17055

木麻黄 68cm 1 6965 6965

南洋楹 53-75cm 3 6965 20895
中山市殡仪馆改扩

建工程项目新园区

补植树木

人面子 15 77 2098 66248 16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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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树木处置具体方案

（1）树木的位置及现状情况：

调查区域树木包含：白兰（胸径 11-38cm）11 株、大王椰子（净杆高 7-8m）6 株、大叶榕（胸

径 65-170cm）4 株、蒲桃（胸径 33-46cm）6 株、荔枝（胸径 21-62cm）31 株、龙柏（胸径 12-15cm）

23 株、芒果（胸径 30-50cm）11 株、木麻黄（胸径 68cm）1 株、木棉（胸径 27-61cm）5 株、南洋

楹（胸径 53-75cm）3 株、朴树（胸径 56cm）1 株、乌榄（胸径 35-62cm）2 株、大叶相思（胸径

35-45cm）6 株、小叶榕（胸径 28-65cm）9 株，总数为 119 株，不涉及古树名木。

调查区域树木主要分布在入口停车场、北侧停车场、入口广场，服务楼等绿化区域，树木间距

不定。调查区域树木大部分生长长势良好，立地条件一般。

（2）树木迁移方案：

建设项目主要对红线内范围进行拆除改造。该树木资源位于拟定规划的建筑物或地下室上，由

于项目的建设，该树木无法原地保留，需进行迁移处理。需迁移的树木中大部分树木品种迁移存活

率较高，长势良好，对迁移后的大部分树木进行部分回迁利用和迁移藏，个别树木进行异地处理。

1）回迁利用 55 株

待处置树木尚有观赏和利用价值，经与本项目园林设计单位沟通，考虑部分树木回迁利用至本

项目使用。主要树种为：白兰（胸径 11-38cm）11 株，龙柏（胸径 12-15cm）23 株，木棉（胸径

27-61cm）5 株，乌榄（胸径 35-62cm）2 株，具体迁移种植平面图详见本项目园林设计图纸。

由于本项目靠近山边需要开挖，开挖后出现黄土外露，考虑将此处进行复绿种植，选择绿量较

大的榕树进行回迁种植，主要的树种为：大叶榕（胸径 65-170cm）4 株、朴树（胸径 56cm）1 株、

小叶榕（胸径 28-65cm）9 株。

回迁利用的树木临时假植点为本项目地块南侧靠近山脚区域，即原大巴停车场区域。

根据施工顺序，树木迁移后不能直接种植到本项目的异地迁移种植位置，需做临时假植处理。

异地迁移种植的树木尽量选择在本项目地块南侧靠近山脚区域，即原大巴停车场区域，进行临时假

植，再进行回迁种植。回迁种植位置以本项目园林施工图纸为准。最终落实的临时假植点以建设单

位施工组织为准。

2）异地迁移种植 48 株

部分树木树形树木良好，尚有利用价值，经建设单位协调确定，此部分树木建议异地迁移种植

至五桂山街道龙石村和南桥村，作为绿美中山，美丽乡村的绿化树木，具体位置由接收单位五桂山

街道龙石村和南桥村村委指定，主要为村里的道路两旁或村里的闲置地。主要的品种为蒲桃（胸径

33-46cm）6 株、荔枝（胸径 21-62cm）31 株、芒果（胸径 30-50cm）11 株。异地迁移种植树木小

计 48 株。

3）异地处理 16株

大王椰子（净杆高 7-8m），树龄老化，主干较高修剪难度大，且落叶危害行人安全，迁移成

活率低，且树种易受全国检疫性和危害性林业有害生物危害，因此需异地处理。大叶相思（胸径

35-45cm）6 株，为速生树种，树龄老化，迁移成活率极低，迁移价值不高，因此需异地处理。根

据现场专家评审意见，木麻黄（胸径 68cm）1 株、南洋楹（胸径 53-75cm）3 株树龄老化，迁移难

以成活，迁移价值不高，建议异地处理。

4）该区域的树木处置方案详见附件中山市殡仪馆改扩建工程绿化迁改平面设计图 H-01 至 H-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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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树木迁移后利用方案

本项目 119 株需迁移的树木；其中回迁利用 55 株，异地迁移种植 48 株，异地处理 16 株。

1. 白兰 11 株、龙柏 23 株、木棉 5株、乌榄 2 株、大叶榕 4 株、朴树 1株、小叶榕 9 株，小

计 55 株，考虑回迁利用至本项目园区内使用，具体迁移种植平面图详见本项目园林设计图纸。临

时假植点为本项目地块南侧靠近山脚区域，即原大巴停车场区域（面积约为 2030 平方米）进行临

时假植养护，待项目进入绿化工程施工阶段再进行回迁种植详见下图一。临时假植的回迁树木其中

胸径 20cm 以下按 3米一株种植、胸径 20cm-50cm 按 4 米一株种植、胸径 50cm 以上按 6米一株种植

于藏植地，共需要假植用地面积需约 896 平方米。最终落实的临时假植点以建设单位施工组织为准。

2. 蒲桃 6株、荔枝 31 株、芒果 11 株，小计 48 株，建议异地迁移种植至五桂山街道龙石村和

南桥村，作为绿美中山，美丽乡村的绿化树木，具体种植地点由接收单位安排，主要为村里的道路

两旁或村里的闲置地。

图一

回迁树木临时假植点的可利

用面积为 2030 平方米，所需

临时假植面积为 896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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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树木处置方案汇总

中山市殡仪馆改扩建项目施工区域树木——处置汇总表

序号 权属 树种
规格 现状 回迁利用 异地迁移种植 异地处理

备注 处置原因
胸径（cm） 地径（cm） 净杆高（m） 数量（株） 小计（株） 数量（株） 小计（株） 数量（株） 小计（株） 数量（株） 小计（株）

1

中山市殡

仪馆

白兰
11-13 9

11
9

11

扩建工程，原

有建筑拆除，

新建地下车

库、业务楼等，

树木影响施工

致树木迁移

33-38 2 2
2 大王椰子 H7-H8 6 6 6 6

3 大叶榕

65 1

4

1

4
72 1 1
103 1 1
170 1 1

4 蒲桃
33-38 4

6
4

6
43-46 2 2

5 荔枝

21-28 6

31

6

31
32-38 16 16
42-48 6 6
52-58 2 2
62 1 1

6 龙柏 12-15 23 23 23 23

7 芒果
30-35 1

11
1

1141-45 7 7
50 3 3

8 木麻黄 68 1 1 1 1

9 木棉

27 1

5

1

5
35-37 2 2
42 1 1
61 1 1

10 南洋楹
53 1

3
1

365 1 1
75 1 1

11 朴树 56 1 1 1 1

12 乌榄 35 1 2 1 2
62 1 1

13 大叶相思
35 3

6
3

6
42-45 3 3

14 小叶榕

28 1

9

1

9
32-35 2 2
45 1 1

52-55 3 3
65 2 2

总计 119 55 48 16

本区域待迁移树木共计 119 株，其中回迁利用 55 株，异地迁移种植 48 株，异地处理 16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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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体工程措施及建议

6.1 具体工程施工依据

树木迁移应当遵循“即挖即运即种的原则”。具体工程施工应当严格依据相关规范执行：

1、《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GB55014-2021

2、《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82-2012

3、《园林绿化养护标准》CJJ/T 287-2018

6.2 树木异地迁移种植具体措施

(1)前期准备工作

树木迁移前应当对迁入地的土壤应进行理化分析，要求其有效土层下不得有不适水层。并进行

种植土的更换，种植土要求如下：

a.土壤 pH 值应符合本地区栽植土标准或按 pH 值 5.6-8.0 进行选择。

b.土壤全盐含量应为 0.1%-0.3%。

c.土壤容重应为 1.0g/cm³-1.35g/cm³。

d.土壤有机质含量不应小于 1.5%。

e.土壤块径不应大于 5cm。

f.栽植土应见证取样，经有资质检测单位检测并在迁移前取得符合要求的测试结果。

g.栽植土验收批及取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C.迁移地栽植前场地清理

对迁移场地内的杂草进行清杂，并对场地内的垃圾进行清理。

D、土地整理

按照苗圃场的种植要求，对藏植地进行土地进行深耕，布置排水沟，以保证后期排水的顺畅。

E、树穴挖掘

异地迁移种植时，需在场地内按照 3-6 米的株距挖掘树穴，树穴的直径应大于土球或裸根苗根

系展幅 40-60cm，穴深宜为穴径的 3/4~4/5。（具体施工应依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82-2012 执行）

(2)迁移准备

1）编号 ：开始迁移前，对需要迁移的乔木统一编号，做好标记，并对每一株树木建立档案。

2）断根：大树切根可分期进行，切根范围宜比挖掘范围小 10cm 左右，2cm 以上切根面及时涂

树木伤口愈合剂，断根区须回填腐殖土。断根之后立即喷洒高浓度促根剂，进行正式迁移。

3）修剪

在剪去病枯枝、徒长枝、内膛枝后修剪量可达 1/3~3/5,可摘去大部分树叶，但勿损伤幼芽,尽

量保证全冠移植。修剪直径 3cm 以上大枝及大粗根，截口应光滑平整，消毒并涂树木伤口愈合剂。

在整形时，为使主枝间的生长势平衡且保持树冠均匀，应采用“强主枝重剪，弱主枝轻剪”的原则。

对衰老树木可采取重度修剪，甚至短截枝，以恢复其树势。乔木修剪要求如下：

序号 胸径（cm） 要求

1 50 以下 迁移时保留完整骨架，二、三级主分枝

2 50 及以上 迁移时保留完整骨架，二、三级主分枝

4）拢冠及支撑

①拢冠：收扎树冠时应由上至下，由内至外，依次向内收紧，大枝扎缚处要垫橡皮等软物保护，

不应挫伤树木。承吊的树木着力点要用麻皮或布包好，外围采用木条绑扎保护，使吊钩不和树木直

接接触，避免损伤树皮，着力点要选在树木的中下部，吊运时尽量避免来回晃动，减少枝叶擦伤，

避免土团松散，对于树冠大的树木，要用绳扎起来以箍紧树冠，防止损伤大树。

②支撑：在土球挖掘前，采用三角支撑或浪风绳牵引（或两者并用）的方式做好树木支撑，确

保土球挖掘时，树木不倾倒。支柱底部应牢固支持在地面，与地面呈 60 度角；且底部应立在挖掘

范围以外，以免妨碍挖掘工作。

5）浇水及清除障碍物

大树起挖前数日，根据土壤干湿情况适当灌水，以防挖掘时土壤过干导致土球松散，向树体喷

水或叶面肥，增加树体养分。并在起苗前在树冠叶面上喷洒 P.V.0 水分蒸腾抑制剂，可以有效减少

叶面水分蒸发，同时不会影响树木呼吸和光合作用，同时在挖掘时，尽量减少须根的损伤有利于移

植后存活。在起树前，应把树干周围 2-3m 以内的障碍物清除干净，并将地面大致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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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施工单位移植利用树木迁移中需注意以下 4 点：

①树冠修剪得当，确保树木迁移成活率及树形美观。

②树木断根整齐，土球大小达到质量要求。

③在运输和种植过程中保持土球完好，不得出现树体和树冠损伤。

④规范种植，不得出现倾斜、倒伏现象。

(3)树体挖掘

大树起挖前 1--2 天，根据土壤干湿情况适当灌水，以防挖掘时土壤过干导致土球松散。开始

迁移前，可把乔木按按设计统一编号，并作标记，以便后续装运及移植时对号入座，减少现场混乱

及事故。在起树前，应把树干周围 2-3m 以内的障碍物清除干净，并将地面大致整平。为了防止在

挖掘时由于树身不稳、倒伏引起工伤事故及损坏树木。

(4)土球大小包装

树木胸径 20-25cm 的树木可采用土球移栽，进行软包装。树木胸径大于 25cm 时，可采用土台

移栽，用箱板包装。土球大小依据树木的胸径来定，土球规格应为树木胸径的 6倍~10 倍，土球高

度为土球直径的 2/3（具体施工应依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82-2012 执行）。

(5)乔木吊运、装车

起挖后，迅速进行吊运、装车。吊运与装车时注意安全并应固定树干、防止损伤树皮、不得损

坏土球。运树时应有熟悉路线等情况的专人站在树干附近（不能站在土球和方箱处）押运，并备带

撑举电线用的绝缘工具，如竹竿等支棍。

6.3 迁移后树木种植及养护建议

(1)树木定植和养护

1）树木定植：树木运到栽植现场后应核对坑穴，对号入座，并即刻进行种植，以保证树木的

成活率。

防晒保湿:定植后，应采用具有保湿、保温、透气的材料缠绑树干，同树种、同规格乔木缠绑

高度应一致。应确保植株地上部分湿润。由于本项目迁移施工季节为夏季，应注意树木的防晒保湿。

施肥:种植时，应当施足基肥并结合灌溉沿种植穴边缘浇灌生长素，促进乔木根系生长。迁移

后的养护以有机肥为主，宜在晴天采用穴施、环施吊放封状沟施等根外施肥方法施用。养护过程中，

发现土壤粘重、固体杂质过多等问题的，应按照 SZDB/Z 225-2017 的技术要求，采取相应土壤改良

措施。

2）养护管理要求

建档管理：树木迁移后须有专业人员养护，做好现场管理工作，对每株树木的后续养护措施均

记记入树木档案。

灌溉与排水：根据气候情况，进行适时适量的灌溉，保持土壤中有效水分。过度干旱的情况，

还应适当进行叶面喷水。灌溉前应松土。灌溉时间，夏季以早晚为宜，冬季以中午为宜。特别注意

雨后积水情况，如有积水情况应立即开沟排水。

中耕除草：迁移树木生长势较弱，应及时清除影响新载树木生长的杂草。新迁移的树木基部附

近土壤常因灌水而板结，应及时松土。除草可结合中耕进行，在生长季节，应每月进行一次，中耕

深度以不影响根系为宜。

施肥：施肥应以有机肥为主，若施用化肥，应以复合肥为主。生长较差或生长较慢的迁移树木，

在生长季节可每月进行根追肥一次，追肥浓度必须适宜。

保护措施：遇持续高温干旱，除及时灌溉外，应适当疏去部分枝叶，必要时应遮阴和叶面喷水。

防风：对新迁移树木的原有支撑应经常检查，尤其是在台风来临前应及时加固或增设支撑。对

迎风面过大的树冠应适当疏枝。台风过后，应及时抢救扶正倒伏树木，加固支撑物，修剪树冠和清

理残枝等。

病虫害防治：贯彻“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防治方针。如频繁发现害虫的是飞蛾类昆虫，该

虫以幼虫取食植物叶子为害，常常把寄主叶子吃光，严重影响树木的生长及观赏。这类虫害以 7、

8、9月最烈，可在幼虫群集危害时期，于清晨露水未干前喷粉，用 2.5%敌百虫粉剂或 1.5%对硫磷

（1605）粉剂、1.5%乐果粉剂喷粉，每亩 1.5～2 公斤进行除害。

(2)提高树木成活率的措施

1）树木迁移应当遵循“即挖即运即种的原则”。

2）泥球起挖的关键：保留主根。保证迁移树木的主要板根不受伤害。

3）装运要点：树木迁移运输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防护，车厢内垫上草袋等五、树木罩上遮阴

网，并在运输过程中注意喷水保湿。

4）栽植修剪的重要性：修剪完后建议用伤口涂补剂涂刷伤口，以提高树木异地迁移种植成活

率。

5）起吊方式：采用挖机或是吊机，吊装方法：用 10 厘米以上宽的皮带打成“0”形油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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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于泥球下部，同时在树干上打同样的油瓶结，以大部分重心在泥球上为准起吊，角度以 75 度左

右为好。

6）栽植技术综合处理措施：在栽植前用生根粉处理，该药剂主要用于难生根、或者种植后发

根慢的植物。药剂浓度应控制在 100ppm。对常规苗木，种植前将植物根部浸泡或携喷雾器对根部

泥球四周喷洒 50ppm 的生根粉剂 5-6 次（在一小时内），再进行种植，这样有利于促进根系发育，

提高苗木成活率和抗逆能力。

6.4 原址保留的保护措施

1、建档管理

对需要原址保留的树木建立树木档案。标明树木的名称、胸径胸径、冠幅、习性、保护注意事

项等，安排专人看护，负责浇灌、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每月对树木生长情况进行评估。对该数目

在施工期进行全过程跟踪管理。

2、施工管理

（1）施工范围和需要原址保留树木的最小水平距离应符合下表：

树木根颈中心至构筑物和市政设施外缘的最小水平距离

（2）在施工期间，严禁将带有腐蚀性或对树木有损害的物资堆放在树木周围。防止有害液体

浸入树根土壤中，使土壤板结或直接伤害树根；防止有害气体对植物产生毒害作用。防止木棉树根

部地表周围被硬物或水泥浆等物质覆盖，造成地表水不能不能渗入土壤，影响树根对养分的的吸收。

严禁将垃圾堆放在树木周围。

（3）加强现场用火管理，在木棉树周围不要堆放易燃易爆物资和使用明火或电焊作业，确需

用火或电焊时必须采取防火措施。树周围清理干净，不堆杂物，并且配备足够的灭火器材，防止火

灾发生。

3、树木保护措施

（1）支撑设置

由于树木周边要进行开挖，为了对树木进行保护，需对其进行支撑加固。支撑方式可以采用钢

架支撑或者拉锁支撑，具体可以根据施工现场的情况灵活采用。

（2）修建地面围蔽

为给树木营造正常的生长环境，施工前建议在树干外 3 米做好围蔽，禁止车辆和闲杂人员进

入。围蔽时预留活动小门，方便技术人员进入养护管理。为避免施工过程中产 生的废弃物、污水、

水泥砂浆流入树木根系范围内可能造成的交叉污染，围蔽建议用 2.5 m 高白色喷塑锌钢冲孔板，

基座用宽 20cm、高 30cm 混凝土固定。浇筑基座时， 注意在围蔽范围低洼处预留排水孔，预防雨

季围蔽范围内积水。在对树木进行围蔽保 护时，应在围蔽板四周各悬挂一个树木保护宣传牌。宣

称牌选用 800*800*5mm 规格 的不锈钢材质，打上“树木保护施工现场、闲人免进”等字样，起保

护宣传和警示作 用。施工作业时禁止借围蔽板作为支撑物或者固定物，以免破坏围蔽板。同时不

能在 围蔽范围堆放物料、挖坑取土、兴建临时设施、倾倒有害污水、污物垃圾，动用明火 或者排

放烟气。

（3）控制扬尘

施工粉尘较大的的区域应注意控制扬尘，及时对施工区域内的道路进行洒水降降尘。并且每月

采用洒水车冲洗树木叶片，防止树木叶片粉尘堆积影响其光合作用。

（4）完工后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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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路工程完成后，要保证树头 1米左右范围内不能不能封闭处理，应为透气泥土，并做相应

的养护处理。

6.5 异地处理的具体措施

（1）修剪:在异地处理前，先要对树木进行修剪。剪去分枝，保留主干，方便运输。

（2）断根:无需保留泥球，直接进行断根处理。

（3）起挖:在起树前，应把树干周围 2-3m 以内的障碍物清除干净，并将地面大致整平。为了

防止在挖掘时由于树身不稳、倒伏引起工伤事故，在挖掘前应对大树进行立支柱（一般为 3-4 镀锌

钢管）或拉浪风绳，其中一根必须在主风向上位，其余均匀分布，均衡受力。支柱底部应牢固支持

在地面，与地面呈 60 度角；且底部应立在挖掘范围以外，以免妨碍挖掘工作。

（4）装车运输:起挖后的树木，需迅速装车运输，不宜在路边堆积。装车时，需注意安全。

（5）处理:运输到专门处理树木的地点进行处理。

以上为迁移建议，施工方应在迁移树木前做详细的迁改方案、迁移保护措施及养护管理措施方

案提供具体的养护地等内容，提交通过后，方可实施。在树木迁移施工过程结合现场具体情况，在

保证安全施工作业的前提下进行，如有无法起挖的树木，应征得权属单位同意且监理单位做好相关

记录，建议异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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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建议

7.1结论

（一）本项目范围内共计绿化树木 119 株，包含白兰、大王椰子、大叶榕、蒲桃、荔枝、龙柏、

芒果、木麻黄、木棉、南洋楹、朴树、乌榄、大叶相思、小叶榕；其中，白兰（胸径 11-38cm）11

株、大王椰子（净杆高 7-8m）6 株、大叶榕（胸径 65-170cm）4 株、蒲桃（胸径 33-46cm）6 株、

荔枝（胸径 21-62cm）31 株、龙柏（胸径 12-15cm）23 株、芒果（胸径 21-50cm）11 株、木麻黄（胸

径 68cm）1 株、木棉（胸径 27-61cm）5 株、南洋楹（胸径 53-75cm）3 株、朴树（胸径 56cm）1 株、

乌榄（胸径 35-62cm）2 株、大叶相思（胸径 35-45cm）6 株、小叶榕（胸径 28-160cm）9 株。树木

总计 119 株。

（二）由于现状建筑及训练场地拆除及规划建筑和地库的建设原因，现状树木无法原地保留，

需要对现状 119 株树木进行迁移处理，迁移的树种为：大王椰子、芒果、阴香、黄花风铃木、黄槐、

火焰木、枇杷、凤凰木、宫粉紫荆、栾树、荔枝、高山榕、木棉、苹婆、树菠萝、小叶榕。

（三）项目范围内 6株大王椰子，净杆高 6-9m，树龄老化，主干较高修剪难度大，且落叶危

害行人安全，迁移成活率低，且树种易受全国检疫性和危害性林业有害生物危害。

（四）项目范围内大叶相思、木麻黄、南洋楹，树龄老化，迁移成活率极低，迁移价值不高，

无法复壮。

（五）本项目不涉及移植古树名木及其后续资源。

7.2 建议

（一）本次项目建议由建设单位负责迁移处理。本项目 119 株待处置树木由建设单位委托专业

的树木迁移施工单位对本次项目树木进行迁移及处理，迁移及处理的费用纳入中山市殡仪馆改扩建

工程项目内。

（二）若现场实际施工由于水管电缆等隐蔽工程发现树木无法起球，或起球后发现树木根系有

白蚁腐蚀严重等情况的，可进行异地处理，监理单位做好相关施工记录，并留档现场及异地处理照

片。

（三）迁移树木需要按照要求建立树木档案，统一管理树木的迁移全过程，以一树一档作记录。

（四）临时藏植种植点需做土壤检测，土壤需为适宜植物正常生长的种植土，栽植土壤的理性

化性质必须符合《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82-2012）的规定。如果土壤检测不满足种

植需求时则更换临时藏植点或对土壤进行改良和排盐碱处理直至满足植物生长为准，保证树木的成

活率。根据联席会议评审意见，树木迁移成活率要求达到 100%。

（五）迁移苗木外迁至迁移点后，由施工单位对树木负责管养养护，养护时长根据建设时效为

2年，养护期满后交付给权属单位。迁移种植的树木要严格按照相关园林绿化养护规范进行养护。

建议由建设单位、树木权属单位及迁树单位三方共同签订管养协议，明确在养护过程中出现死亡或

遗失等相关问题的责任及赔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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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1、附图：绿化迁改平面设计图

2、附表：树木资源普查信息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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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殡仪馆改扩建项目施工区域树木——处置汇总表

序号 权属 树种
规格 现状 回迁利用 异地迁移种植 异地处理

备注 处置原因胸径
（cm）

地径
（cm）

净杆高
（m）

数量
（株）

小计
（株）

数量
（株）

小计
（株）

数量
（株）

小计
（株）

数量
（株）

小计
（株）

1

中山市殡
仪馆

白兰
11-13 9

11
9

11

扩建工
程，原有
建筑拆
除，新建
地下车库
、业务楼
等，树木
影响施工
致树木迁

移

33-38 2 2
2 大王椰子 H6-H9 6 6 6 6

3 大叶榕

65 1

4

1

4
72 1 1
103 1 1
170 1 1

4 蒲桃
33-38 4

6
4

6
43-46 2 2

5 荔枝

21-28 6

31

6

31
32-38 16 16
42-48 6 6
52-58 2 2
62 1 1

6 龙柏 12-15 23 23 23 23

7 芒果
30-35 1

11
1

1141-45 7 7
50 3 3

8 木麻黄 68 1 1 1 1

9 木棉

27 1

5

1

5
35-37 2 2
42 1 1
61 1 1

10 南洋楹
53 1

3
1

365 1 1
75 1 1

11 朴树 56 1 1 1 1

12 乌榄
35 1

2
1

2
62 1 1

13 大叶相思
35 3

6
3

6
42-45 3 3

14 小叶榕

28 1

9

1

9
32-35 2 2
45 1 1

52-55 3 3
65 2 2

总计 119 55 48 16
本区域待迁移树木共计119株，其中回迁利用55株，异地迁移种植48株，异地处理16株



中山市殡仪馆改扩建项目施工区域树木资源——摸查表

序号 权属 树种
规格 现状

胸径
（cm）

地径
（cm）

净杆高
（m）

数量
（株）

小计
（株）

1

中山市殡
仪馆

白兰
11-13 9

11
33-38 2

2 大王椰子 H6-H9 6 6

3 大叶榕

65 1

4
72 1
103 1
170 1

4 蒲桃
33-38 4

6
43-46 2

5 荔枝

21-28 6

31
32-38 16
42-48 6
52-58 2
62 1

6 龙柏 12-15 23 23

7 芒果
30-35 1

1141-45 7
50 3

8 木麻黄 68 1 1

9 木棉

27 1

5
35-37 2
42 1
61 1

10 南洋楹
53 1

365 1
75 1

11 朴树 56 1 1

12 乌榄
35 1

2
62 1

13 大叶相思
35 3

6
42-45 3

14 小叶榕

28 1

9
32-35 2
45 1

52-55 3
65 2

总计 119



树木资源普查信息汇总表（现状树木清单）中山市殡仪馆施工区域

白兰 白兰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11-13cm 9 停车场 1.生长良好9株 33-38cm 2 停车场 1.生长良好2株

大王椰子 大叶榕

净杆高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7-8m 6 广场 1.生长良好6株 65cm 1 停车场 1.生长良好1株



树木资源普查信息汇总表（现状树木清单）中山市殡仪馆施工区域

大叶榕 大叶榕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72cm 1 停车场 1.生长良好1株 103cm 1 停车场 1.生长良好1株

大叶榕 蒲桃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170cm 1 广场 1.生长良好1株 33-38cm 4 广场 1.生长良好4株



树木资源普查信息汇总表（现状树木清单）中山市殡仪馆施工区域

蒲桃 荔枝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43-46cm 2 广场 1.生长良好2株 21-28cm 6 停车场 1.生长良好6株

荔枝 荔枝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32-38cm 16 停车场 1.生长良好16株 42-48cm 6 停车场 1.生长良好6株



树木资源普查信息汇总表（现状树木清单）中山市殡仪馆施工区域

荔枝 荔枝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52-58cm 2 停车场 1.生长良好2株 62cm 1 停车场 1.生长良好1株

龙柏 芒果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12-15cm 23 广场 1.生长良好23株 30-38cm 1 停车场 1.生长良好1株



树木资源普查信息汇总表（现状树木清单）中山市殡仪馆施工区域

芒果 芒果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41-45cm 7 车间 1.生长良好7株 50cm 3 车间 1.生长良好3株

木麻黄 木棉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68cm 1 停车场 1.生长良好1株 27cm 1 广场 1.生长良好1株



树木资源普查信息汇总表（现状树木清单）中山市殡仪馆施工区域

木棉 木棉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35-37cm 2 广场 1.生长良好2株 42cm 1 广场 1.生长良好1株

木棉 南洋楹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61cm 1 停车场 1.生长良好1株 53cm 1 车间 1.生长良好1株



树木资源普查信息汇总表（现状树木清单）中山市殡仪馆施工区域

南洋楹 南洋楹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65cm 1 停车场 1.生长良好1株 75cm 1 停车场 1.生长良好1株

朴树 乌榄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56cm 1 停车场 1.生长良好1株 35cm 1 停车场 1.生长良好1株



树木资源普查信息汇总表（现状树木清单）中山市殡仪馆施工区域

乌榄 大叶相思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62cm 1 停车场 1.生长良好1株 35cm 3 停车场 1.生长良好3株

大叶相思 小叶榕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42-45cm 3 停车场 1.生长良好3株 28cm 1 停车场 1.生长良好1株



树木资源普查信息汇总表（现状树木清单）中山市殡仪馆施工区域

小叶榕 小叶榕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32-35cm 2 停车场 1.生长良好2株 45cm 1 停车场 1.生长良好1株

小叶榕 小叶榕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胸径 数量 分布情况 生长情况

52-55cm 3 停车场 1.生长良好3株 65cm 2 停车场 1.生长良好2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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