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木風險評估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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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管理及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士

• 香港大學樹木管理及保育高等文憑

• 香港中文大學園藝及康樂管理文憑

• 香港公開大學攀樹專業證書

• 澳洲墨爾本大學特別樹藝證書

• 香港園境師學會認可樹藝師 (AA-047)

• 國際樹木學會註冊樹藝師 #HK-063A

• 發展局樹木辦註冊人員(TM325316) ：
1) 樹藝師 
2) 樹木風險評估員
3) 樹木工作監督
4) 攀樹員
5) 鏈鋸操作員

Instructor: Alex Cheung, 張裕生

• 國際樹木學會樹木風險評估證書

• 職安局職業意外調查培訓證書

• 香港愛護樹木協會秘書

• 前康文署康樂事務經理（樹木）

• 香港中文大學校外課程講師

•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導師

• 職業訓練局導師

• 建造業議會導師

• 樹藝及園藝業資歷架構能力標準說
明編寫小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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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樹木原則和方法

有樹就有風險──
是真是假？



樹木風險管理 – 原則

有系統地應用它：

• 政策管理

• 緩解措施

•  程序/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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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木識別

• 缺陷評估

• 流程、監控和通信



不同級別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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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度的目測評估

• 基本評估

• 進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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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化的流程

• 識別樹木

• 樹冠和葉子

• 樹枝和樹幹

• 根領及根生長

• 植地情況

• 健康和結構均經過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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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樹藝師的一個重要的角色，是城市樹木進行風險評估和管
理。

 樹木風險評估是一評價過程，藉以評估部分或全部樹會倒塌的
可能性，及其造成的損害和傷亡。

 樹藝師進行風險評估，預測和預防樹木的結構倒塌。以加強保
障公眾安全，保護在工場的工 人。

 雖然樹木倒塌引致受傷和死亡都比較少見，但是專業樹藝師仍
會謹慎地處理樹木問 題。

 樹藝師在風險評估中，要增加其準確度和信心，需要誰擁有豐
富的知識和技能， 才可在樹木風險評估中能夠保存更多樹木。 

簡介



8

風險評估基礎 
 樹木風險評估考慮三個因素：

 倒塌可能性，

 影響目標物的可能性，及

 倒塌並影響的後果性。

 風險評估是估計整棵樹，或部分樹木，在
特定的時間段內可能折斷及下跌的機會。 

 在評價樹木的倒塌風險時，樹藝師必須考
慮多個因素， 包括：品種，生長習性，枝
條缺陷，枝條連接質量，根系的情況，傾
斜度，樹木及場地的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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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負荷超過其結構的承受能力時，整棵或
部分樹木，便會倒塌。

 環境也辦演了一部分 重要的角色。大多數
樹木倒塌都和環境有關，所以在評估樹木
時應考慮包括風暴，暴露強風，雪和冰載
荷過重，閃電和降雨等因素。

 突發性環境變化，例如新曝露風口， 土壤
條件，斜坡等因素的改變，都應考慮。 

 樹藝師應考慮土地的歷史及其如何影響樹
木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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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值得關注的因素： 
 建築工程，土地水平變化及在根區

挖掘 

 以前曾擔任風力緩衝區的相鄰樹木
被去除 

 更換行人道和可能引致的斷根 

 附近因根部病害而造成的樹木倒塌 

 由於新的建築物建成而構成的風力
變化



樹木風險評估

受傷

破壞

受阻

目標物

人命、財產和人
類活動

如沒有目標物, 一棵樹不
會構成風險 11

樹木 = 風險?



無目標的區域，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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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區域

滴水線

1.5 h

h

1. 滴水線
2. 1.5 倍樹高以內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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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點為本」的評估及「以樹木為本」的評估。

「以地點為本」的樹木風險評估旨在：

 識別當樹木倒塌時將危害公眾安全或引致擾亂公眾活動的地點；及

 根據場地的使用頻密程度，為樹木風險管理訂立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

「以樹木為本」的評估識別珍貴樹木（即古樹名木、石牆樹和大樹）及高優次地點
內的高風險樹木。按照一套標準模式評估樹木狀況，並以風險角度為重。

 識別樹木風險評估的高優次地點

 為珍貴樹木及高風險樹木訂立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

 緩減樹木風險以保障公眾安全

樹木風險評估及管理以兩大
方向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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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版樹木風險評估
優化措施

擴大個別樹木風險評估範圍：

 擴大了個別樹木風險評估(表格2)的範圍，以涵蓋胸徑500毫米或以上、或總高度
達9米或以上，以及在擠迫地點生長的樹木，即在樹穴或樹圈內或在不穩定地形
中生長的樹木。

加強實施風險緩減措施：

 必須制定適當的緩減措施，透過清楚指明行動的範圍、性質和時間表，適當降低
樹木倒塌風險。

在樹木管理上更廣泛地使用科技：

 使用適當的輔助工具或設備能有效地提供額外的資料以補充目測檢查，從而更準
確地評估樹木的風險水平。



方法及工具:

Visual Tree Assessment 
目測法檢查樹木

目測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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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isual Inspection (目測法), 
with the aid of appropriate 
hand tools, e.g. 

• Measuring tape (捲尺)

• Mallet (槌子), 

• Binoculars (雙筒望遠鏡), 

• Hand spade (手鏟), 

• Probe (探查工具 ), 

• &………… etc.

．



2) Sophisticated Equipment for decay detection
精密儀器檢測腐朽或衰弱結構
e.g. Tomography (聲納圖像 ), Resistograph (微鑽阻力測試 )

16



以有系統的方法去評估樹木風險從而保護公共安全。

它是如何工作的？

以地為本 以樹為本

表格一：
樹群檢查

表格二：
個別樹木風
險評估

第一類：
頻密使用

第二類：
非經常使用

第三類：
甚少使用

緩解措施 修訂後的風險評
級、監控、維護

分流系統

進行樹木風險評估

17

政府部門審核/監督



目標區域的使用頻密程度 樹木風險管理區別 風險管理的優先次序 樹木風險評估頻率

密集使用 高（第一類） 最高優次
每年雨季開始前及有必

要時至少一次

不頻密使用 中（第二類） 第二優次
若資源許可，每3至5年

進行一次

很少使用 低（第三類） 最低優次 在有需要時進行 

「以地點為本」的樹木風險評估旨在： 

 識別當樹木倒塌時將危害公眾安全或引致擾亂公眾活動的地點；及 

 根據場地的使用頻密程度，為樹木風險管理訂立資源配的優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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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木風險管理區分類包含三種類型



1. 密集使用 

定義 高交通流量及/或高行人流量的地點，即指在一天或一週 期間的大
部份時間有交通流量及/或行人經過的地點。 

例子 露天停車場、繁忙的小路、與學校和建築物相鄰的地點、 郊野公
園內的熱門燒烤場地等。 

樹木風險管理
地點類別 高（第一類） 

樹木風險管理
優次 最高優次 

樹木風險管理
頻密程度 

每年在雨季前最少進行一次，並在有需要時進行（例如就 投訴的
跟進行動） 19

New Updates on TRAM 
Guidelines (10th edition)

樹木風險管理區的分類



2.不頻密使用 
定義 交通流量低及/或行人流量低的地點，即指目標物會不經 常或不定期

在地點內出現。 

例子 限制進出道路的路邊、鄉郊道路、村莊小路、行山徑、偏 遠郊野公
園內的野餐場地、有圍欄及/或限制進出的政府 工程工地（除了有可
能被分類為第一類地區的樹木倒塌區 域、工程工地的邊界及鄰近的
道路/小路）、引水道旁道 路、郊野公園樹林徑等。

樹木風險管
理地點類別 中（第二類）

樹木風險管
理優次 第二優次

樹木風險管
理頻密程度 

若資源許可，每3至5年進行一次，並在有需要時進行（例 如就投訴
的跟進行動） 20

New Updates on TRAM 
Guidelines (10th edition)



3. 很少使用 

定義 很少使用的地點，例如無法進出的範圍、即指目標物通常 不會在地
點內出現。

例子 偏遠鄉郊斜坡、在集水區及/或郊野公園內的茂密林地、 不向公眾開
放的維修專用道路等。

樹木風險管
理地點類別 低（第三類）

樹木風險管
理優次 最低優次 

樹木風險管
理頻密程度 在有需要時進行 （例如就投訴的跟進行動）

21

New Updates on TRAM 
Guidelines (10th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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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樹木

 枯死樹木；

 已確認受褐根病感
染的樹木；

 古樹名木；

 石牆樹；

 個別主幹胸徑超過
500毫米或總高度
達9米或以上的大
型樹木。

分流分類及顏色，分流制度如何運作？

樹木護養部門須將第一類地區內所載的樹木分類
至以下四個類別：

黑色 = 有危害 已安排移除的樹木

紅色 = 須注意：
被認為需盡快巡查及採取緩減措
施的古樹名木 / 石牆樹和樹木

橙色 = 受壓力： 在擠迫地點或不穩定基礎上生長，
可能容易發生倒塌的大型樹木

黃色 = 其餘分流樹木：
不屬於「黑色」、「紅色」和
「橙色」類別的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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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GE System分流系統

 Identify valuable trees and high risk 
trees for inspection within Category I 
Zones 識別在第I地點類別的珍貴和
高風險樹木以作檢查 

 Provide prompt and appropriate 
mitigation measures to alleviate 
potential tree risk 迅速提供合適的
緩減措施以減輕潛在樹木風險 

 Prioritize resources efficiently to 
carry out tree risk assessment 優化
資源以有效地進行樹木風險評估 



分流系統(TRIAGE) 所需行動及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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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

分類條件
 枯死樹木；或

 已證實感染褐根病的非古樹名木。

行動

1) 完成表格一巡查後四星期內移除樹木；或

2) 如無法於4星期內移除樹木，部門需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提供合適
的臨時緩解措施，以保障公眾安全。

監察要求

 已證實感染褐根病的非古樹名木：

a) 每3個月進行一次表格2評估，以監察樹木狀況，直至樹木被移
除為止；及

b) 將填妥的表格2上載至樹木管理通用平台。



 褐根病是由一種具侵略性的真菌致病原有害木層孔菌（Phellinus noxius）所
引 致，此為一種白腐真菌，可迅速損害樹木的健康及結構，更可能令樹木倒
塌。 

 此病可經由根部接觸、受污染的泥土、地面及地下水，甚至通過空氣傳播。
亦可以透過鞋上受污染的泥土傳播褐根病，所以強烈建議公眾應遠離已知受
感染的樹木。

影響

褐根病是一種常見於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的病害，現時並沒有有效的根治方法。只要樹
木一旦受感染，該病不能根治。

樹木受感染後，健康會迅速惡化，最終導致根部出現腐爛和不可逆轉的結構性破壞，
嚴重危害公眾安全。

什麼是褐根腐病？

25



 地上觀察：稀疏的葉子密度、異常的葉子顏色、葉子大小、枯死的小枝，與根
腐病病原體或其他非生物因素引起的病害類似。

 透過目測評估樹冠，可識別感染褐根病樹木的典型症狀包括： 
• 葉片稀疏； 
• 葉片顏色異常； 
• 葉片大小異常；及 
• 枝端枯死。

現場診斷：褐根腐病的一般症狀

OVT CW/93OVT CW/93
26



2011 2012

葉子密度稀疏、葉子大小異常、端枝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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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樹幹下部、根頸和根部尋找褐根腐病的典型症狀

a) 褐根病真菌的子實體在樹幹、根頸和/或根上

b) 菌絲結殼/菌絲面

c) 泥粒/團聚體黏附在樹根上

d) 菌絲網紋

＠如果發現上述（a）至（d）中提到的一種或多種典型症狀，則透
過現場診斷，該樹被認為懷疑患有BRR感染。

28



死樹樁上成熟的子實體（香港）

X

√√

成熟的靈芝子
實體（香港）古樹的老

化子實體

√

X

褐根病(Phellinus noxius)真菌的子實體

29



Mycelial crust 菌絲面 :木質根、根頸和下樹幹的外表面呈
現易剝落的層狀外觀

細葉榕的根領

細葉榕的根領

細葉榕的根領

√ √ √

√

√

樸樹根（有白
色邊緣、滴水
狀滲出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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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aggregates泥粒: 黏附土壤顆粒和真菌菌絲體，外
樹皮表面顯得粗糙。

樸樹木質根周圍
的土壤團聚體

細葉榕根部的土壤團聚體。 樹皮
組織下方露出菌絲網

√
√

√ √

細葉榕木質根周
圍的土壤團聚體

鳳凰木根領周圍的土壤團聚體

31



Mycelial nets菌絲網紋: 外養菌絲體（棕色或黑色線）位於
樹皮和邊材之間

樸樹根周圍
的菌絲網紋

石栗根領周圍的菌絲網

√

√

√

√

√

細葉榕的內皮覆
蓋著棕色菌絲墊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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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

分類條件

古樹名木 / 石牆樹，或

個別主幹胸徑超過500毫米或總高度達9米或以上的大型樹

木，且其樹冠範圍位於已證實感染褐根病樹木的滴水線內；或

個別主幹胸徑超過500毫米或總高度達9米或以上的大型

樹木，且有一項或以上的主要結構缺陷或健康問題。

行動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在表格一巡查完成後6星期內進行表格二評估
及完成合適的緩解措施。

將填妥的表格一和表格二上載至樹木管理通用平台。。

監察要求 

1) 以表格2評估進行密切監察：

a) 感染褐根病的古樹名木，每3個月一次；

b) 其他「紅色」類別的樹木，每6個月一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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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要求 
(cont’d)

2) 將填妥的表格2上載至樹木管理通用平台；及

3)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於下列信號除下後7個曆日內進行緊急巡查：

a) 8號或以上颱風信號；及

b) 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緊急巡查應集中注意樹木的損壞、穩定性和對公眾產生的潛在危害)

降級機制 

 如要將「紅色」類別樹木降級至「橙色」或「黃色」類別，樹木護養
部門需要：

a) 採取表格二評估建議的所有緩減措施，以將剩餘風險等級降至
「中等」或以下。

b) 確認主要結構缺陷或健康問題已被緩減。

c) 在表格二上記錄把樹木降級至「橙色」或「黃色」類別的建議。

d) 將填妥的表格2上載至樹木管理通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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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完成表格 1 檢查後，盡可能在 6 週內進行表格 2 評估並完成適當的緩解措施

古樹名木 (OVT)感染了褐根病 (B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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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完成表格 1 檢查後，盡可能在 6 週內進行表格 2 評估並完成適當的緩解措施。

褐根腐病
感染樹

分流-紅色

樹幹直徑超過 500毫米或總高度9米以上/古樹名木/石牆樹，樹冠分佈在已確診有
褐根腐病感染樹的滴水線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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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完成表格 1 檢查後，盡可能在 6 週內進行表格 2 評估並完成適當的緩解措施。

樹幹直徑超過 500毫米或總高度9米以上/古樹名木/石牆樹而
有嚴重缺陷或健康問題：



 樹幹上的開腔穴，最長軸≧ 1/3該樹幹直徑

分流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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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主徑的樹幹，包括樹皮/腐爛/空洞/在聯合縫中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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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部損毀超過 120 度的腐爛/壞死

40



 冠部嫩枝枯死率超過 20%

41



 滴水線內的樹幹和/或根部區域存在木材腐爛真菌。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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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

分類條件

 個別主幹胸徑超過500毫米或總高度達9米或以上的大型樹木；及

 生長在擠迫地點，即樹穴或樹圈，或生長在不穩定基礎上，即大型
岩石或薄土層且根部外露；及

 不屬於棕櫚科的屬或種

行動

1) 進行表格二評估，並將填妥的表格2上載至樹木管理通用平台；及

2) 採取合適的緩解措施。

監察要求 

1) 每12個月進行一次表格二評估；及

2)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在表格二評估後6星期內採取合適的緩解措施；
及

3) 將填妥的表格二上載至樹木管理通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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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

分類條件  未被分類為「黑色」、「紅色」和「橙色」類別的分流樹木。

行動

1) 若資源許可，應就沒有明顯或有輕微結構缺陷或健康問題的樹木，
進行表格二評估並提供適當的緩解措施。

2) 將填妥的表格二上載至樹木管理通用平台

監察要求 
1) 若資源許可，進行表格二評估及提供合適的緩解措施；及

2) 將填妥的表格二上載至樹木管理通用平台。

 不在分流制度下的樹木，如有需要進行個別樹木風險評估：

• 投訴個案中有結構或健康問題的樹木。

• 屬木質脆弱品種，及健康或結構狀況欠佳，並有潛在倒塌風險的樹木。

• 有主要缺陷或健康問題的樹木。

• 生長於非常擠壓環境，即根部嚴重受限制、頂部空間嚴重受限制，並有潛在倒塌風
險的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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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的主要缺陷或健康問題：

a) 任何方向的傾斜度≥15度（石牆樹除外），並且在拉力方的根部生長
受限/被砍伐；

b) 等勢幹的內夾樹皮裂開；

c) 大型裂紋、裂開的樹幹或最長軸≥主幹直徑1/3的外露樹洞；

d) 根脊裂縫或裂開角度超過120度；

e) 根部腐壞超過根脊的1/3；

f) 在拉力方有根基移位，枯根/嚴重切根/受限；

g) 主幹及滴水線內根部有大量腐木真菌的子實體；及

h) 與周圍相同物種的樹木相比異常，例如不合時宜的落葉、枯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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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系統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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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d

Non-OVT 
BRR

DBH >500 
mm 

With major defects

OVT

SWT

Tree group with 15 trees

1. 進行表格1「樹群檢查」

2. 在 TRIAGE 系統下辨識「黑色」、「紅色」、「橙色」和「黃色」樹

3. 移除死樹和不是古樹名木而感染褐根病的樹

4. 表格2 適用於古樹名木、石牆樹和 4 棵 DBH > 500 mm 或高度 9 m 的樹

5. 實施緩解措施

Ht > 
9 m Ht > 9 m

DBH > 
500 mm

DBH > 
500 mm



Filling Form 1

樹木風險評估 (樹群檢查)

表格一載於《樹木風險
評估及管理安排指引》 
(第九版)，作 樹群檢查
記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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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 General Information 
Purposes: To identify the responsible department, the Inspection Officer and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ree group inspection.

Tree Risk Assessment Form 1 : Tree Group Inspection

樹木風險評估表格1 : 樹群檢查表
Form 1 Ref. No.: 2019General Information  基本資料 表格1編號:

Dept. / Agency 部門 
/ 機構:

Inspection Officer 巡
查人員: Post 職位:

Project / Contract 
No.工程 /合約編號: File Ref. 檔案編號:

Date of Inspection Last Inspection 
Date:

Inspection 
Frequency:

巡查日期: (dd/mm/yyyy) 上次巡查日期: (dd/mm/yyyy) 巡查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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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Information  位置資料

Masterzone Ref.主區
編號: Subzone Ref. 副區編號: 

Location 
(English) :
地點 (英文) : 

Location 
(Chinese) :
地點 (中文) : 

District:
地區:

Tree Risk Management Zone 
樹木風險管理地區類別:

Location Types
地點類別:
(multiple 
selections 
allowed 
可選多於一項)

Roadside landscaped area 路旁綠化
地區

Government compound 政府建築物

Public park/recreation venue 公園/康
樂場地

Unleased/unallocated government land未批租/未撥用
的政府土地

Planter box 花盆
Recreational site/facility inside country park郊野公園內康樂用
地或設施

Tree pit 樹穴 SIMAR slopes 系統性鑑辨維修責任的斜坡   
Housing estate 屋邨 SIMAR slope ref:

Central divider 中央分隔帶

Others (please specify) 其(請
說明): 

Nearby Utility Post No. 就近公用設施編號: 50



Tree Information  樹木基本資料

The size of a tree group should be defined by location types, such as public parks, SIMAR slopes, 
tree pits, etc. with due consideration given to the limitations of visual tree assessment.   
在決定樹群的大小時，應參照地點類別，如公園、系統性鑑辨維修責任的斜坡、樹穴等，並需考慮目
測法的局限。 

(A) Triage Trees and Trees Require Remedial Actions or Form 2 Assessment  
分流樹木及需要進行緩減措施 / 表格 2 評估的樹木

TMCP
Tree ID
樹木
編號

Dept.
Tree 
ID

部門
樹木
編號

Tree Species
樹種 

Estimated
Tree

Height
(m)

大約樹高

(米)

Estimated
Crown
Spread

(m)
大約樹冠

闊度

(米)

Tree 
Status
樹木類別

Overall
Tree

Conditio
ns

整體樹木
狀況

Triage 
Colour
分流顏色

Remedial Action / Form 2 
Assessment

緩減措施 / 表格2評估   

Anticipated
Completion

Date
預計完成日

期

(dd/mm/yyy
y) 

Reference 
Coordinates of 

Tree 
樹木參考座標

X Y

Section 3 – Tre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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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aration 聲明

I, the Inspection Officer for the above TRA Form 1, confirm that I have inspected the tree group(s) at the specified 
date with due diligence, and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e Form(s) is truly reflecting what I observed on site.
本人作為以上樹群檢查表格1的巡查人員，確認本人已在本表格所列日期，謹慎小心完成有關樹群的檢查，而本表格
上填入的資料均真確無訛地反映本人在現場觀察所得。

My academic, professional, training records and work experience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spection Officer 
specified in the TRAM Guidelines.
本人的學術、專業、培訓紀錄及相關工作經驗均符合「樹木風險評估及管理安排」指引中對巡查人員的要求。

Name of Inspection Officer: 
巡查人員姓名 (請以英文正楷書寫)

# (If more than one Inspection Officer involved in the same Tree Group Inspection, each Inspection 
Officer should submit individual Form 1 containing the trees inspected by him/her.    如多於一位巡查人員
負責同一樹群檢查，個別巡查人員應將其檢查的樹木以另一表格1填報。)

Date of Form Completion:
完成表格日期

(dd/mm/yyyy) 53



表格(A)用以記錄樹群檢查中下列類別樹木的資料：

1. 分流樹木： 下列五個特定類別的樹木須編配分流級別： 
a. 枯死樹木； 
b. 已確認受褐 根病感染的樹木； 
c. 古樹名木； 
d. 石牆樹； 
e. 大樹 (個別主幹胸徑超過 500 毫米或樹高9米以上)； 

2. 在樹群中需要進行緩減措施的樹木；以及 

3. 在樹群中需要進行表格 2 評估的樹木 。
表格(A)必須記錄個別樹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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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類別 ：古樹名木 、石牆樹 、大樹 (個別 主 幹胸 徑超 過 500毫米或樹高9米或
以上) 、「沒有」。 

整體狀況：

 「正 常」： 樹木的健康及結構狀況與同一區內其他相同品種的健康樹木類似，例
如葉片的大小及顏色、樹冠的密度和闊度、樹高等， 沒有發現明顯缺陷。

 「一 般」： 有 以 下 其 中 一 項 徵 象： 

1) 在樹冠、樹枝、樹幹 或樹根等部分發現有一或兩處健康或結構缺陷(例如舊傷
口、 樹洞有完整增生木等 )； 

2) 少量樹枝枯死(少於5%)； 或 

3) 有病蟲害等跡象， 但沒有發現病蟲害實體。

#此類健康及結構問題可經修剪或其他緩減措施緩減 。

55



 「 差 」： 有 以下 其 中一 項徵 象 ： 
1) 在樹冠、樹枝、樹幹或樹根等部分發現多於三處明顯的健康或結構缺陷，

包 括有腐爛跡象的大面積舊傷口、有腐爛跡象的大樹洞、枯枝及懸吊斷
枝等； 

2) 枯枝佔整體樹冠超過25%； 
3) 發現有輕微病蟲害，但不致損害受檢查樹木的整體健康及結構狀況；或 
4) 健康、結構缺陷或其他環境因素限制和不利於樹木生長。 

#此類健康及結構缺陷有可能經修剪或其他緩減措施緩減 。

 「 十分差 」：有 以 下 其 中 一 項 徵 象： 
1) 發現到多處 (五處 或 以上 )健康及結構缺陷，包括嚴重腐爛的舊傷口、嚴

重腐爛的大樹洞等，即使採取緩減措施處理 缺陷也不能阻止樹木健康變
差； 

2) 落 葉 或 枯 枝 佔 整 體 樹 冠 超 過 50% (落 葉 樹 及 半 落 葉 樹 除 外)；
56



表格(B)：其他樹木 (非分流樹木 ─無需跟進的樹木 )
 表格 (B)用以記錄樹群中無須載於表格 (A)的「其他樹 木」，即不屬五個流類別、

無須跟進或進行表格2評估的樹 木。 

表 格 (B)只 須 記 錄樹群資料 。

整體評語：填寫觀察結果、意見及對樹木補救工作的建議。亦須包括 地點的局
限及限制、是否有需要進行進一步評估(使用表格2)，以及上 述各項沒有涵蓋的其
他資料。 

3) 主要 樹 枝斷 裂 ； 
4) 主幹 有 大範 圍 的樹 皮脫 落 (超 過 50%)， 或 
5) 有嚴重病蟲害，而現有的病蟲害防治措施對這些病蟲害無效， 樹木健康狀況

持續 變 差。 

#此類健康及結構缺陷一般無法復原及危害受檢查樹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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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Google Map

樹群不同角度照片記錄

樹群檢查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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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Google Map

T1

近攝清晰顯示樹木有明顯的樹木損壞或缺陷（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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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檢查場地
相關樹木

相關樹木

View 1

View 2

表格一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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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照片(View 1)

61



場地照片(Vie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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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樹木問題
Source of Information: https://www.greening.gov.hk/tc/tree_care/problems.html

有病蟲害
不適當安裝纜
索或支撐物

傾斜樹木在擠壓位
置出現樹皮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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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真菌子實體 死樹 樹冠頂上的樹枝枯死 樹木被去頂

枝幹有裂縫或裂開 枝幹出現樹洞 枝幹出現腐爛 交疊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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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枝枯死 懸吊斷枝 腫瘤 等勢莖

水橫枝 內夾樹皮 多枝幹
樹幹有裂
縫或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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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幹出現樹洞 樹幹出現腐爛 根部沒有足夠生長空間

根部被嚴重切割或損害纏繞根根脊不現



撰寫樹木報告方法 
 大多數樹藝師用樹木檢查表格，確保他們有條不紊地檢查和記錄樹木結構上的缺缺陷。

 傾斜的樹木的倒塌 

 取決於幾個潛在因素。 

 很多樹木的傾斜，是由於向光性，伸
離較大的樹木或建築物。 

 在此情況下，樹木會發展反應木材 
reaction wood 來支撐自己的傾斜位置。 

 如因土壤或根部問題而傾斜的樹木會
變成不穩定，要查察隆起或折斷的樹
根和土壤的 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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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幹結構 
 具有良好的幹粗收窄 taper，代表從基部

到尖端有一個直徑逐漸減小型態，結構上
比較 強壯。 

 幹粗收窄是針對風力擺動而發展，樹幹低
部的側枝亦有利其發展。 

 樹木生長在開揚地方時，往往會有良好幹
粗收窄，而那些生長緊密的樹木則較差。 

 樹木的幹粗收窄，有利分散因樹重或風力
而產生的負荷。 

 在評估了樹木的整體健康和結構後，繼續獨立測試樹木其他部份的缺陷亦十分
重要。雖然 樹木的結構和強度會因不同品種而有異，但有些基本的特徵，是可
作分析的。

 當幹粗收窄不佳或負荷不均勻分佈，由於樹幹承受的壓力是最大，所以亦最容易折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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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腳 
 寬闊樹腳是一個重要領域，應仔細評估。 

 在此位置的重大缺陷，可能導致整個樹的倒
塌，這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破壞。 

 要顯示一個可見的寬闊樹腳，加上結實及良
好發展的樹根代沒有腐爛。 

 缺乏寬闊樹腳，變色或鬆散的樹皮，傷口，
裂縫，和盤根引致的凹痕，所有皆是缺陷 的
指標。這可能需要認真挖掘土壤，以檢查根
冠位置。

 檢查樹幹，查看傷口，裂縫，腐爛和脫落的樹皮。當心共主莖 
codominant 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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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樹木擁有大的共主莖時，極可能會在連接位裂開。如連接位有樹包皮 
included bark 現象，分裂的可能性會增加。在這個位置出現裂痕，是一種更嚴
重的缺陷，預示了極高的倒塌風險。如腐爛出現在大共主莖的連接上，也可能
增加潛在的風險。

等勢/互壓/共主莖/Co-dominant Stems



 兩枝共主莖之間也有一條像裂痕的脊形線條，稱為莖皮脊
(stem Bark ridge﹝簡稱S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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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條連接 
 必須留意主要枝條在主幹的安排和連接。 

 一個強壯的結構，沿著主幹生長的分枝的直徑要比樹幹
小，一般的準則是少百分之五十。 分支聚集在一起，或
和主幹大小相等，甚至大於軀幹，都可能更容易倒塌。 

 如在共主莖有樹包皮的情況出現，倒塌的風險亦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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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評估報告 
 由於我們對樹木與人都是視為一生命體，對樹木所提出的樹木評估報告書，供

樹木擁有者來參考，其分析內容是科學與綜合性評價。

A. 初步評估主要是目測，基本由樹木的生長 
環境：有沒有被人為破壞與小氣候環境。
立地 環境的表徵分析：地上、地下污染，
土壤質地。 從樹木的樹體外表有否嚴重損
傷，有否病、 蟲、白蟻等跡象，樹葉色澤，
枝葉稀疏和枯稍現象等。 

B. 進一步評估由實驗室數據與儀器檢測進 行，
由於是土壤營養元素分析（結構、肥力、 
有機質含量等指標），並抽部分樹葉進行
葉綠素（生長量）與植物營養分析，並應
用儀器對其內部健康狀況進行檢測，及樹
齡鑒定然後綜合分析。 

C. 建立樹木檔案，包括物候觀測、年生長量測定、病蟲害發生及防治措施、土壤理化分析等。 
結合檔案記錄對樹木進行跟蹤管理。 

D. 樹木評估報告書包括以下資料(如附表)： 編號(包括樹木及照片編號)、評估日期時間 樹木品
種(包括學名、中英文名)、樹木位置(包括地理與自然位置、座標)、樹幹直徑(於離地 面 1.3 
米高度量度)、樹木高度及樹冠闊度、樹形、立地狀況、觀賞價值或其他價值、健康狀 況、
具有編號及日期之彩色紀錄照片、建議(包括修剪支撐及其他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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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危險評估 

 樹木危險評估－紀錄樹木編號位置 

 樹木危險評估－現場設施

甲、 模擬表格：

 種植環境評估：種植範圍是否受限制，鄰近環境影響。 

 樹木根部檢查，根部不同位置健康狀況，如真菌、病菌、蟲害等出現。 

 樹幹檢查：如樹皮出現不正常裂縫，真菌、樹洞、受人為或動物傷害皮層。 

 樹冠檢查：健康狀況，任何結構上缺陷，或有風險危機。 

 以及樹木範圍內可能危及之目標物，例如居民，財物或建築物等。 

 報告以相片紀錄及每棵樹木給予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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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表格應確定樹木的： 
 品種 

 通用名稱 

 樹木大小 

 位置 

 周圍環境 

 任何因樹木倒塌而可能受到影響的潛在目標 

 樹周圍環境亦十分重要，所以要加以考慮，當
中包括風向，微細氣候和四周的樹木 和植物。 

 樹的歷史：周圍的維修和管理方法然而，這是
沒有必要記錄每一棵評估過的樹木。 相反，樹
藝師的關注的所有樹則應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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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 Basis Assessment
樹木風險評估
Tree Risk Assessment
樹群檢查 Tree Group Inspection 
(表格1 Form 1)
• To facilitate initial screening (幫助初期篩選) of trees 
• To keep records (保留記錄) for further monitoring 
• To identify (識別) potential tree hazards for mitigation

measures (緩減措施) and trees requiring further 
detailed assessment (詳盡評估) 

個別樹木風險評估 Individual Tree Risk Assessment 
(表格2 Form 2)
Conduct detailed assessment (詳盡評估) with respect to 
the tree and site conditions to determine appropriate 
mitigation measure (緩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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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tree risk management zoning category for the tree?
圖中的樹木應歸屬於哪一個樹木風險管理地點類別?

 在評估路旁樹木的風險時，所採納的“可能受塌樹影響的範圍”為半徑的
圓周範圍，除樹冠滴水線內，亦可為樹木高度的1.5倍。

Category I 
第I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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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風險評估 (TRA) 的兩重方法：

以樹木為本
TREE BASIS

樹群檢查 Tree Group Inspection (表格1 Fo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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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樹木為本
TREE BASIS

個別樹木風險評估 Individual Tree Risk Assessment
(表格2 Fo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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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orm 2 (page 1)
新表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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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 樹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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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流顏色：要注意每次進行評估時，
分流類別或會因應樹木狀況的變化及
已完成的緩減工 程 而 改 變。如 受 檢 
查 樹 木 屬 於第 一 類地點的「其他樹
木」或 其 他 類別地點的樹木， 則無須
根據分流系統分類，請填寫「無」。

 樹木類別：確認受檢查樹木是否已列
入樹木登記冊內，並為古樹名木、石
牆樹、成齡樹（ 個別主幹胸徑＞750 
毫米），其他樹木或受褐根病感染的
樹木，剔選合適方格。另外亦在表格
上的空白位置分別 填寫古樹名木編號
／石牆樹的樹木登記冊 編號。如有多
個合適選項，可 剔選多於一個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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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位置資料
 樹木風險管理地區類別：《 指 引 》所載的樹木風險

管理地點類別。如樹木生長於第一類地點，剔選「第
一類」方格；如生長於第二類地點，剔選「第二類」
方格；如生長於第三類地點，則剔選「第三類」方格。 

 座 標 ：提供樹木位置的座標。座標由樹木中心位置
的 X 軸 及 Y 軸讀數組成 (香 港 1980 方格網座標 )，取
至小數點後三個位。該等座標可由常用的全球定位系
統儀 器讀取，以供 TMCP 參考。 

 地點類別：按「地點類別」剔選合適方格；如涉 及系
統性鑑辨維修責任的斜坡， 請在空白位置註明斜坡編
號。如受評估 樹木不屬於方格訂明的任何一個類別，
須 在「 其 他 」一 項 的 空 白 位 置 提 供 地 點 資 料。
如 受 評 估 樹 木 屬 於 多 於 一 個 地 點 類 別， 則可
剔選多於一個方格。 

 就近公用設施編號：填上就近公用設施編號，例如燈
柱編號，並在位置圖上清楚 標明設施位置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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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目標物評估
 目標物編號

 目標物的描述

 目標物範圍

 佔用率

86

 目標物編號： 按後果的嚴重性列
出潛在目標物。 人命永遠都是最
重要的目標物， 後果最為嚴重。

 目標物的描述：已辨識目標物的
簡單描述，例如「乘客」、「正
進行休閒／康樂活 動的人士」、
「住屋」、「停車場內的汽車」、
「學校」、「遊樂範圍」、「交
通流量低的 街道」或「交通流量
高的街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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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物範圍： 辨識可能受樹木倒塌影響的目標物 位置。如目標物符
合以下情況， 請剔選合適方格： 
 滴水線內：目標物位於受評估 樹木的滴水線內；或 
  1.5 倍樹高範圍內：目標物位於滴水線範圍外，但仍位於受撞擊的距離， 即

總樹高 1.5 倍的範圍內。 

佔用率：目標物位於目標物範圍內大約的時間。 
 甚少：目標物一般不在目標物範圍內。 
 偶爾：目標物較少或非經常地 位於目標物範圍內。 
 經常：目標物每日或每周大部分時間 使用目標物範圍或在目標物範圍內進行

活動。 
 恆常：目標物幾乎無時無刻 (即每周七日，每日 24 小 時)位於目標物範圍 內 。 

移除目標物：如須採取緩減措施而目標物又可移離目標物範圍，剔
選方格「是」； 否則請剔選「否」。 

88



89



 土壤情況：記錄可能影響受評估樹木的健康及／或生命力，或受評
估樹木根部系 統能否提供足夠機械性支撐能力等因素。 
• 正常：土壤情況正常。 
• 土壤不足：土壤分量受到石塊、地下水位、建築地基、擋土牆、容器／花 

槽／樹穴大小或其他因素所限。 
• 土壤被擠壓：土壤被嚴重擠壓，會 限制根部系統伸展的深度、闊度及分布 

範圍。 
• 積水：因去水不良、地下水位 高、過度灌溉或受評估樹木位處低窪地區而 

積水。 
• 其 他：表 格 上 方 格 沒 有 列 出 的 情 況 或 需 填 寫 有 關 土 壤 情 況 的 

進 一 步 描 述。

 滴水線範圍內有限制：剔選方格，並估計受評估樹木滴水線範圍內所觀察
到限制的百分比。限制指大廈、行人路、道路、園林建築、擋土牆、花槽界線
或排水 渠等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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茁壯程度：顯示受評估樹木的整體健康狀況。 
 低：樹木生長受限制或發育不良、比正常體積細小、葉片密度偏低及／或 出

現不正常的水橫枝。 
 正常：樹木生長與同一區內相同品種的 典型樹／一般抽樣樹大小相若，葉 片

狀況和樹枝並無明顯缺陷。 根部生長正常，沒有受到限制。 
 高：樹木生長良好，體積似乎較同一區內相同品種的典型樹／一般抽樣樹 為

大。樹木沒有受到任何限制 而且亦沒有病蟲害。

受風情況： 影響受評估樹木所受風力的因素。 
 受遮擋：區內有其他樹木、構築物或建築物，可大幅減低風速或受評估樹 木

的受風程度。 

 部分：樹木附近有其他樹木、構築物或建築物，可適度減低受評估樹木的 受
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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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露：受評估樹木完全暴露於風中，例如單獨豎立的樹木、在樹林／種植園
等邊緣的樹木。 

 風洞：建築物、峽谷、大量樹木 等可能會形成「漏斗」或「隧道」，令風 
吹向受評估樹木，令其所承受的風速大幅增加。

傾斜： 從垂直線量度的樹幹傾斜角度。

 近 期 傾 斜：在 是 次 樹 木 檢 查 首 次 發 現 主 幹 傾 斜，或 對 比 上 次 檢 查
（ 12 個 月 内）主幹傾斜角度增加 5 度或以上。 

 趨光性：因為趨光性引致傾斜。 

 已自然修正：樹木已通過自然 修正機制修正傾斜情況。 

 反應生長：反應材或額外木質增生，以增加樹幹／樹枝的結構強度；描述 觀
察所得的反應生長位置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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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目標物的可能性 (Matri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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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級組合 (Matri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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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物編號：第 4 部 分— 目標物評估所
載的目標物編號。為每個已辨識的樹木 部
分列出最多三個最重要的目標物。

 樹木部分：指明需關注的樹木部分。會引
致目標物損毀的樹木部分，可以是整棵樹、
一條或多條樹枝、主幹或根部。同一類別的
樹木部分有可能引致一個或多個「關注狀
況」。

 關 注 狀 況：有可能影響樹木倒塌和引致
目標物損毀的樹木 或 樹 木 部 分 狀 況，例 
如： 「在停車位上方有大條枯萎樹枝」、
「在鄰近住屋的樹木發現根基移位」、「在
兒童 遊樂場附近的樹木發現樹幹腐爛」等。

第 11 部分—風險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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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木部分：指明需關注的樹木部分。會引致目標 物損毀的樹木部分，可以是
整棵 樹、一條或多條樹枝、主幹或根部。同一類別的樹木部分有可能引致一個
或多個 「關注狀況」。 

 關注狀況：有可能影響樹木倒塌和引致目標物損毀的樹木或樹木部分狀況，
例 如： 「在停車位上方有大條枯萎樹枝」、「在鄰近住屋的樹木發現根基移
位」、「在兒童遊樂場附近的樹木發現樹幹腐爛」等。

 部位大小：估計有關樹木或樹木部分的大小。估 計有關樹木部分的直徑；如
屬整 棵樹，請量度樹木主幹的胸徑。 

 下墜距離：估計有關目標物與樹木部分或整棵樹的下墜距離。距離越大，可
能引 致的損毀亦更嚴重。

#請為每個已辨識的樹木 部分列出最多三個最重要的目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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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可能性分為四個等級：

不太可能：在正常天氣情況下，有關樹木或樹木部分不太可能倒塌，
且在極端天氣情況下(包括紅色／黑色暴雨、八號颱風訊號或極端冬季季
候風)在特定時間內亦未必會倒塌。根據國際樹木學會指引，估計樹木倒
塌可能性的「特定時間」為一至五年之間。

有可能：在極端天氣情況下，有關樹木或樹木部分有可能會在特定時
間內倒塌，但在正常天氣情況下則不太可能倒塌。

相當可能：在正常天氣情況下，有關樹木或樹木部分預料在特定時間
內相當可能倒塌。

非常可能：有關樹木或樹木部分已開始倒塌，或不久之後在正常天氣
情況下極有可能會倒塌。巡查人員如遇這類情況，必須採取即時行動，
保障生命財產免受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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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目標物的可能性分為四個等級：

非常低：樹木或樹木部分倒塌或影響有關目標物的機會非常低。例如：
甚少使用的場地、部分受遮蓋物／有蓋建築／結構保護而偶爾使用的場
地，或甚少使用的路徑等。

低：即使樹木或樹木部分倒塌，也不太可能會影響有關目標物。例如：
完全暴露於有關樹木之下而偶爾使用的場地、部分暴露於有關樹木之下
而經常使用的場地，或是得到妥善保護免受有關樹木損毀的恆常目標物。

中等：如樹木或樹木部分倒塌，可能會亦可能不會影響目標物，機會幾
乎均等。例如：完全暴露於有關樹木之下而經常使用的場地、部分得到
保護免受有關樹木損毀而經常使用的場地。

高：如樹木或樹木部分倒塌，極有可能影響目標物。例如：完全暴露於
有關樹木之下的固定目標物，以及鄰近有關樹木的高用量道路或行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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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級組合

倒塌並影响的可能性 倒塌後果

風險評級

倒塌後果分為四個等級： 
 微 小 — 沒有造成人身傷害、只造成

價值低的財物損毀，或輕微或沒有阻
礙交通或人類活動。 

 較 小 — 造成很輕微的人身傷害，可
能需要亦可能不需要簡單的急救治療、 
造成低至中程度的財物損毀， 或輕微
阻礙交通或人類活動。 

 重 大 —造成人身傷害，可能需住院、
造成中至高程度的財物損毀，或嚴重 
阻礙交通或人類活動。 

 嚴 重 — 造 成 嚴 重 人 身 傷 害 或 死 亡、造 成 價 值 高 的 財 物 損 毀，或 十 分 
嚴 重 地 阻礙交通及／或重要的人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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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減措施: 實施建議緩減措施後的估計風險評級

 剩餘風險: 巡查人員根據所評估的樹木風險建議緩減措施。最重要的緩減
措施應列 於第一行。建議的緩減措施實施後，才 可估計樹木或個別樹木部
分的剩餘風險。

 進一步檢查

需要鑽孔阻力儀

聲納圖象

高空巡查

根部雷達巡查

泥/斜坡/石牆穩定分析

 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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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剪
 結構性修剪
 清理樹冠
 疏減樹冠
 縮減樹冠
 提升樹冠

 安裝纜索或支撐物

 病蟲控制

 移除

緩減措施



 綜合樹木風險：評定的最高風險評級。如樹木風險評估有多於一項評級，採
用組 內最高的評級。 

 綜合剩餘風險：在實施建議樹木緩減措施後的最高剩餘風 險。如樹木風險
評估有 多於一項評級，採用組內最高的評級。 

 進一步檢查 ：巡查人員亦須建議是否需要就有關 樹木作進一步檢查。如有
需要， 請剔選方格「是」，並描述所需進一步檢查的詳情，包括並不限於 : 

 微鑽探檢測； 
 聲納探測； 
 空中檢測； 
 樹根雷達探測；或 
 土壤/斜坡/石牆穩定性檢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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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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