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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熬过过极极寒寒天天，，33万万棵棵树树死死在在春春天天里里
数量这么多之前很少见，今后将减少从南方引进树种

本报记者 唐园园
实习生 赵敏

开春之后
大批树木少点“颜色”

“我家门口那片绿化带中
有棵树枯死了，还有不少树的
枝叶也干枯了，是不是因为浇
水少？”家住经十路与青年西路
的于先生说，看着这片枯死的
树木真是心疼。于先生反映的
情况在济南许多地方都可见
到，这些树并不是因为少浇水
枯死的，而是被今年的极寒天
气冻死的。

据济南市园林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
2015年冬季以来济南气温极其
不稳定，忽冷忽暖。“今年1月
23、24日，济南出现极寒天气，
极端低温在-21 . 8℃(商河)至
-16 . 8℃(平阴)之间，打破56年
来的低温纪录。”

极寒天气对园林植物的影
响在今年春季就早有显现，开
春后济南就少了点“颜色”，不
少树木枯黄，当时园林专家解
释，寒流天气刚过去时树木损
坏情况并不明显，春天到来后，
被冻伤的树叶会逐渐枯黄脱

落。而要统计出究竟有多少树
木受损，得等到5月末。

“得等到所有晚发芽树种
全部抽枝发芽后，才能进行枯
死树的统计。”济南市园林局相
关负责人解释，济南城区绿地
内边缘树种因生态习性、生长
环境不同，发芽时期也不同，同
时受今春极寒天气及干旱严重
影响，一些树种的发芽期也被
推迟。

受损严重的
多是南方引进的树种

6月2日，经过了一个多月
的清理与统计后，济南市园林
局通报了此次受极寒天气影响
的树种数量。截至目前，济南各
区园林部门共处理枯枝断枝树
木38441株，清理枯死树31035
株，扶正倾斜歪倒树木1430株，
支撑加固树木1430株，处置险
情668余起，累计投入车辆4375
余台次、人工28385余个。

“枯死树达到了三万多棵，
这是之前十分少见的。去年和
前年由于是暖冬，园林树木几
乎没有被冻死的。”济南市园林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受损
的主要是从南方引进的边缘树
种，如大叶女贞、黄山栾、雪松、

大叶黄杨、火棘以及一些浅根
系和树冠过大的树木如刺槐、
白蜡、柳树、杨树、国槐等。

“其中，大叶女贞应该是受
损最严重的，比如在309国道上
成片的大叶女贞枯死，比市区
的情况更为严重。”济南市园林
局相关负责人说。据了解，随着
园林绿化质量的提升，济南在
部分干道和重要的节点按照

“四季常绿”标准栽种了不少冬
季不落叶的植物，大叶女贞就
是其中之一。

据专家介绍，冬季不落叶
的植物叶片中含水量高，容易
冻坏。“大叶女贞是上世纪八十
年代从南方引进的，经过多年
驯化，已经基本适应济南的环

境。不过，今年气候极端特殊，
才导致大叶女贞大面积受损。”

修剪枯死枝
几年才恢复树冠景观

除了三万多棵树木枯死
外，还有近四万棵树出现枯枝、
死枝。济南市园林局相关负责
人说，对于受损的树木会采取
多种方式，只要没有树木完全
枯死，就会采取对应措施，如对
于一些根部没有枯死的大叶女
贞，园林部门将采取平叉的方
式，把它们改为丛生形态，这样
同样有较好的景观效果。

济南的主要行道树木为国
槐、白蜡、法桐等，这些树木有

的是本地树种，能适应济南天
气，而一些南方引进的边缘树
种则多种植在道路边的绿化带
中，虽然种类有上百种，但是数
量并不太多。

济南市园林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根据今年的冻害经验，之
后将减少南方引进树种的种
植，而选择耐寒能力强的本地
树种，比如在此次寒冬中表现
较好的白皮松、红叶石楠等。

济南市园林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对于此次修剪枯枝死枝
的树木，需要3—5年的时间才
能恢复树冠景观，对死树清理
后留置的树穴，园林部门将会
利用雨季和来年春季及时开展
苗木补植工作。

去年极寒冬季使得省城大面积树木受损，截至目前已有三万
多棵树木枯死，近四万棵树木出现枯死枝，其中受损最为严重的是
南方引进的树种，如大叶女贞、黄山栾、大叶黄杨、火棘等。此次灾
害后，园林部门将减少南方引进树种的种植，而选择国槐、白蜡等
本地树种。

市中区园林工人在修剪枯死的树枝。 本报记者 唐园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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