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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修剪中树冠平衡与树形塑造技巧
罗颖 谭中博

北京市天坛公园管理处，北京，100061；

摘要：本文聚焦大树修剪中树冠平衡与树形塑造技巧展开深入探讨。阐述了树冠平衡与树形塑造在大树生长、

景观效果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影响树冠平衡的因素以及树形塑造的目标与原则。详细介绍了实现树冠平

衡和树形塑造的具体技巧，包括修剪工具的选择与使用、不同修剪方法的应用等。同时，结合实际案例说明了

这些技巧的实践效果。研究旨在为园林工作者提供科学、有效的大树修剪指导，提高大树修剪质量，促进园林

景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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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作为园林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生长和

美观造型对于提升整体景观效果至关重要。树冠平衡不

仅关乎大树自身的稳定性和生长态势，还影响着树木对

环境的适应能力。而合理的树形塑造则能增强大树的观

赏性，满足不同园林设计的需求。然而，在实际的北方

大树修剪工作中，由于缺乏科学的方法和技巧，常常出

现树冠失衡、树形不佳等问题，影响了大树的生长和景

观质量。因此，深入研究大树修剪中树冠平衡与树形塑

造技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树冠平衡与树形塑造的重要性

1.1 对大树生长的影响

树冠平衡是大树健康生长的基础
[1]
。当树冠各部分

生长均衡时，树木能够更有效地分配养分和水分。例如，

根系吸收的水分和养分可以均匀地输送到树冠的各个

部位，保证枝叶的正常生长和发育。相反，如果树冠失

衡，一侧过于繁茂，另一侧过于稀疏，会导致养分和水

分分配不均。繁茂的一侧可能会过度消耗资源，而稀疏

的一侧则因缺乏足够的养分而生长缓慢，甚至出现枯枝

现象。长期的树冠失衡还可能影响大树的抗风能力，增

加倒伏的风险。合理的树形塑造可以引导大树的生长方

向，使树干更加粗壮，树枝分布更加合理，增强树木的

整体稳定性。

1.2 景观效果方面

在北方园林景观设计中，大树的树冠形态与树形是

塑造空间美学的关键要素，直接左右着整体景观的视觉

协调性与艺术感染力。形态平衡的树冠，枝叶疏密有致，

犹如大自然精心勾勒的生态画卷，不仅能为园林注入宁

静和谐的氛围，还能在四季更迭中呈现出光影交错的韵

律之美。不同树形蕴含着独特的景观语言。圆锥形树形

高耸挺拔，犹如天然的绿色雕塑，其利落的垂直线条传

递出庄严向上的力量感，常用于规则园林、市政广场等

需要营造仪式感的庄重场所；而伞形树冠则以舒展的弧

线勾勒出柔和轮廓，枝叶如华盖般自然铺展，营造出亲

近宜人的氛围，常作为休闲区的主景树，为游人提供遮

荫休憩的惬意空间。

2 影响树冠平衡的因素

2.1 自然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中的光照、风力、土壤等因素都会对树冠

平衡产生影响
[2]
。光照是树木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条件，

树木会朝着光照充足的方向生长。如果大树周围存在建

筑物或其他遮挡物，导致一侧光照不足，那么树冠会向

光照充足的一侧倾斜生长，从而破坏树冠平衡。风力也

是影响树冠平衡的重要因素，长期受到强风影响的一侧，

树枝生长会受到抑制，而背风一侧的树枝则相对生长旺

盛，导致树冠失衡。土壤的肥力、透气性和含水量等也

会影响树木根系的生长，进而影响树冠的平衡。例如，

土壤肥力不均可能导致树冠一侧生长旺盛，另一侧生长

不良。

2.2 树木自身生长特性

园林中的树木因物种差异呈现出独特的生长特性，

这些特性直接影响树冠平衡的维持。以银杏、水杉等植

物为例，其具有明显的顶端优势，顶芽生长迅猛，侧枝

发育相对迟缓，久而久之易形成高耸入云的树冠形态。

若放任自然生长而不及时修剪调控，重心偏高的树冠不

仅存在倒伏风险，还会破坏园林整体景观的协调性。与

之相反，像垂枝榆、五角枫这类侧枝萌发力强的树种，

枝条肆意舒展易造成树冠过于繁密，需定期疏剪冗余枝

桠，才能确保树冠结构匀称。此外，树龄与健康状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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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键因素：步入暮年的古树，部分枝干会自然衰老枯

朽，致使树冠完整性受损；遭受病虫害侵蚀的树木，轻

则枝叶发黄稀疏，重则枝干枯死，这些情况都将打破树

冠原有的平衡美感，需要园林工作者根据树木特性与实

际状况，制定科学的养护策略。

3 树形塑造的目标与原则

3.1 目标

于北方园林建设中，树形塑造绝非单一的植物修剪，

而是融合美学、功能与生态价值的综合性工程
[3]
。在美

学营造层面，园林工作者需紧扣北方雄浑开阔的地域特

色，通过精准的修剪技艺重塑树冠形态，使参天大树与

北方特有的建筑风格、粗犷的景观线条形成视觉呼应。

以龙柏为例，经适度疏枝与牵拉造型，可展现遒劲古朴

之姿，与北方建筑的厚重质感浑然一体，传递豪迈大气

的空间气韵。功能塑造方面，充分考量北方气候与使用

需求。针对国槐、杨树等行道树种，严格控制树冠高度

与伸展范围，确保 4 米以上的通行空间，同时增强树

冠抗风雪能力；在庭院场景中，通过修剪调整树冠密度

与层次，夏季形成浓密绿荫遮阳降温，冬季则保留枝干

让阳光透入，实现功能与季节变化的动态平衡。生态维

度上，立足北方本土树种特性，深入了解油松、元宝枫

等植物的生长规律，修剪时精准把控强度，避免损伤树

势，确保树木维持充足光合面积以应对严寒。同时，借

助大树强大的防风固沙、调节微气候能力，使其成为守

护北方生态环境、串联人文景观的绿色屏障。

3.2 原则

树形塑造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需遵循系统性原则

确保树木健康与景观协调。首要原则是顺应自然，园林

工作者需深入了解树木生物学特性，例如松柏类顶端优

势明显，宜轻剪保持自然塔形；而阔叶乔木萌芽力强，

可适度整形。切忌为追求造型过度截枝，避免削弱树势

甚至引发病虫害。整体性原则要求从园林空间布局出发，

将单株树木置于整体景观框架中考量。通过调整树形的

高低、疏密与形态，使大树与周边植物群落、建筑小品

形成呼应，例如在中式庭院中，通过蟠扎技艺塑造松树

的苍劲虬曲，与假山石共同营造意境之美。安全性是不

可忽视的底线，需定期排查并修剪枯枝、病枝、重叠枝，

防止极端天气下断裂伤人。修剪时应把握适度性，在满

足造型需求的同时，保留必要的枝叶维持光合作用，避

免因修剪过重导致树木生长衰弱，真正实现树木形态、

生态功能与景观美学的和谐统一。

4 实现树冠平衡的技巧

4.1 修剪工具的选择与使用

选择合适的修剪工具是实现树冠平衡的基础
[4]
。常

见的修剪工具包括修枝剪、手锯、梯子等。修枝剪适用

于修剪较细的树枝，一般要求刀刃锋利，操作灵活。在

使用修枝剪时，要注意正确的握法和用力方式，避免损

伤树枝和手部。手锯则用于修剪较粗的树枝，选择手锯

时要根据树枝的粗细和材质进行选择。在使用手锯过程

中，要保持锯口的平整，避免撕裂树皮。梯子是进行高

处修剪时必不可少的工具，使用梯子时要确保其稳定性，

避免发生意外。同时，要定期对修剪工具进行保养和维

护，保持其良好的性能。

4.2 不同修剪方法的应用

在园林树木养护中，树冠平衡的实现依赖于多样化

且精准的修剪技法。疏剪作为基础手段，需以“去密留

疏”为核心，从基部剪掉过密、交叉的枝条，以此打通

树冠内部的通风通道，提升光照渗透效率，促进树木健

康生长。操作时要把握分寸，避免过度疏剪破坏树木的

光合作用系统，影响养分积累。短截修剪通过对枝条的

局部裁剪，打破植物顶端优势，刺激侧芽萌发，进而重

塑树冠形态。园林工作者需依据树木的生长势、品种特

性及景观需求，灵活调整短截长度——对生长旺盛的幼

树可适度重剪促发分枝，对老树弱枝则以轻剪为主。回

缩修剪针对多年生枝干，常用于控制树冠体量或矫正树

形偏移。此技法需精准定位修剪节点，优先选择健壮饱

满的芽点上方下剪，并对伤口进行消毒处理，防止病菌

侵入。三种修剪方式相辅相成，唯有结合树木生长特性

与景观需求合理施用，方能实现树冠结构的动态平衡与

景观价值的双重提升。

5 树形塑造的具体技巧

5.1 幼树树形塑造

幼树期是树形塑造的黄金时期，如同雕琢璞玉，早

期干预直接决定树木成年后的形态走向。在苗木生长初

期，园林工作者需凭借专业眼光，精准选定主干延长枝

与主枝分布位置，通过适度修剪控制侧枝萌发角度与密

度，为未来树形奠定坚实骨架。例如，培育行道树时需

保留通直主干，抑制竞争枝生长；而塑造景观树，则需

着重培养层次分明的枝系结构。对于需达成特定造型的

幼树，如挺拔的圆锥形或圆润的球形，绑扎、牵引等辅

助技法不可或缺。利用竹竿、绳索等工具，因势利导调

整枝条生长方向，引导其向理想形态发展。修剪过程中

务必秉持 “轻剪缓放” 原则，避免因过度疏枝或短截

削弱树势，影响苗木正常生长。此外，建立定期巡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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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至关重要，通过阶段性观察与微调，及时纠正生长偏

差，确保树形塑造贴合设计预期，最终成就兼具生态功

能与美学价值的优质景观树。

5.2 成年树树形调整

成年树的树形调整是一项精细且需因地制宜的工

作，需结合树木当下生长态势与固有形态特征综合施策。

面对树冠郁闭度高的成年树木，园林养护人员往往采用

疏剪与短截双管齐下的方式：选择性地去除重叠、交叉

及细弱枝条，打开树冠内部的 “通风走廊”，同时对

过长枝梢进行适度短截，改善透光条件，从源头上遏制

病虫害滋生的温床。针对树冠失衡的成年树，需先抽丝

剥茧分析成因。若因周边建筑遮挡、其他植物竞争光照

导致树冠偏向生长，可对受光不足一侧进行轻剪疏枝，

减少养分消耗；同时对向阳面枝条采取缓放措施，借助

植物的向光性引导其加速生长，逐步矫正形态偏差。若

因根系损伤、风灾等外力导致树形歪斜，则需配合支撑

加固与定向修剪同步进行。整个调整过程中，养护人员

始终秉持 “最小干预” 原则，精准评估修剪部位与强

度，最大限度保留树木原生骨架，避免因过度修剪破坏

树体生理平衡，确保成年大树在维持健康生长的同时，

焕发更协调美观的景观风貌。

6 实际案例分析

6.1 案例一：公园大树的树冠平衡与树形塑造

公园内有一棵大型枫杨，由于长期生长，树冠一侧

过于繁茂，另一侧相对稀疏，影响了树木的整体美观和

稳定性。我们首先对树冠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和分析，确

定了修剪方案。使用修枝剪和手锯对繁茂一侧的过密树

枝进行了疏剪，同时对稀疏一侧的树枝进行了适当的短

截，以促进其生长。在修剪过程中，注重保持树枝的自

然形态，避免过度修剪。修剪后注意加强水肥管理，经

过一段时间的养护，枫杨的树冠逐渐恢复平衡，树形更

加美观，与周围的景观环境相融合，提升了公园的整体

景观质量。

6.2 案例二：行道树的树形塑造

公园南环路的一条主干道上有一排国槐行道树，为

了保证行人和车辆的通行安全，同时提升道路景观效果，

需要对行道树进行树形塑造。我们根据行道树的生长特

点和道路环境要求，采用了统一的修剪标准。他们将树

冠修剪成一定的高度和宽度，使树枝分布均匀，避免树

枝过低影响行人通行。在修剪过程中，注重保留树木的

自然形态，使行道树既整齐美观又具有一定的特色。经

过修剪后的行道树不仅提高了安全性，还成为了公园道

路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7 结论与展望

7.1 结论

通过对大树修剪中树冠平衡与树形塑造技巧的研

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树冠平衡和树形塑造对于大树

的生长和园林景观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影响树冠平衡

的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树木自身生长特性，在修剪过程

中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树形塑造应遵循美观性、功

能性和生态性的目标以及尊重自然规律、整体性、安全

性和适度性的原则。实现树冠平衡和树形塑造需要选择

合适的修剪工具，运用科学的修剪方法，并根据树木的

不同生长阶段采取相应的措施。实际案例表明，合理的

修剪技巧能够有效改善大树的树冠平衡和树形，提升园

林景观质量。

7.2 展望

未来，随着园林行业的不断发展，对于大树修剪中

树冠平衡与树形塑造技巧的要求也将不断提高。一方面，

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树木生长规律和修剪技术的研究，探

索更加科学、精准的修剪方法，以满足不同种类树木和

不同园林环境的需求。另一方面，要注重将现代科技手

段应用于大树修剪工作中，如进行树冠监测、采用智能

化修剪设备提高修剪效率等。同时，还应加强对园林工

作者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环保意识，促进大

树修剪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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