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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表格 2：個別樹木風險評估」說明 

 

本表格 2 載於《樹木風險評估及管理安排指引》(《指引》) (第十版)；並符合國

際樹木學會及其他海外專業組織公布的最新樹木風險評估方法。本表格旨在為巡

查人員提供收集和記錄樹木資料的範本， 以使以樹木為本的樹木風險評估工作

切實有效。如進行深入的樹木風險評估，有關巡查人員或樹藝師須另行提交書面

報告，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受評估樹木或樹木部分的詳細風險評估結果。有關對書

面報告要求的進一步資料，巡查人員可參閱 ANSI A300 標準的最新版本及國際

樹木學會最佳管理方式—樹木風險評估，或其他相關專業組織的相關刊物，例如

英國標準學會的BS 3998:2010 樹木工作—建議。 

 

本表格內有方格及空白位置，以作記錄之用。請剔選合適方格；如有多個合適選

項，可剔選多於一個方格。如有表格內沒有涵蓋的意見或說明，或須就個別要點

另加解釋，請於空白位置或「其他觀察」一項中填寫。填寫本表格時，無須剔選

表格上每個方格或在每個空白位置填寫資料，只須收集與樹木風險評估相關的資

料。 

 

第 1 部分─基本資料 

本部分旨在記錄負責部門及進行個別樹木風險評估的巡查人員的背景資料。 

部門／機構：負責進行樹木風險評估的部門或機構名稱。 

 

巡查人員：巡查人員姓名(登入後自動填寫)。巡查人員須符合《指引》中「巡查人

員要求」訂明的學術／專業／培訓資歷和工作經驗的資格規定。巡查人員的資格

須經有關的樹木護養部門審查，有關部門須把通過資格審查的巡查人員名單提交

予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管理組），以作核實。 

 

職位：巡查人員在部門／機構中的職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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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合約編號：樹木風險評估工作的工程／合約編號(如適用)。 

 

檔案編號：部門／機構保存樹木風險評估報告的檔案編號(如適用)。 

 

巡查日期及時間：巡查日期及時間以「日日／月月／年年年年」及「時時／分分」

格式填寫。如巡查需時超過一日，請填寫巡查開始的日期。 

 

上次巡查日期：上次巡查有關樹木的日期，以「日日／月月／年年年年」格式填

寫。如巡查需時超過一日，請填寫巡查開始的日期。如為首次巡查有關樹木，請

填寫是次之巡查日期。 

 

是次巡查所用時間：進行個別樹木風險估評實地巡查所用的時間，以半小時為單位。

往返交通時間不應計算在內。 

 

巡查週期：巡查週期如為每六個月一次，請填寫「六個月」；如為每年一次，則請

填寫「12 個月」等。如按需要進行樹木風險評估，請填寫「按需要巡查 ad hoc」。 

 

第 2 部分─樹木資料 

本部分提供受評估樹木的背景資料。 

 

TMCP 樹木編號: 由系統自動產生，為樹木管理通用平台(TMCP) 資料庫的樹木

提供獨一的識別編號。請注意，如果巡查人員為一棵樹輸入多於一個部門樹木編

號，系統將產生不同的TMCP樹木編號，因此，巡查人員應注意為每棵樹使用獨一

的部門樹木編號。如果樹木已轉移至其他部門/第三方，原來的部門應按照「樹木

轉移」程序更新部門樹木編號。 

 

部門樹木編號：每棵受檢查樹木的部門樹木編號。部門應為每棵樹編訂獨一的部

門樹木編號，並確保所有巡查人員均使用該編號。 

 

樹種：受評估樹木的學名。請同時列出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 出版的《香港植

物名錄》(最新版本) 所載的較為常用的中文名稱， 通常為所列的首個名稱。 

 

分流顏色：根據《指引》所載的分流制度評估樹木，並在空白位置填上分流顏色。

請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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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而改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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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無須根據分流制度分類，請填寫「無」。 

 

樹高：受評估樹木由地面至樹冠頂的大約高度，以米為量度單位。可使用傾斜儀

及／或測桿增加準確度。 

 

樹冠闊度：樹冠闊度的直徑，以米為量度單位。如樹冠不對稱，請量度最長軸。 

 



樹木風險評估及管理安排指引(第十版) 
附錄 8 

 

發展局– 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 A8 - 3 
  

每枝主幹胸徑：請參閱漁護署《自然護理作業備考》第 2 號《樹木胸徑的測量方

法》(2006或最新版本)量度樹幹在胸部高度位置(離地面 1.3 米) 的直徑，以毫米

為量度單位。如量度的樹木有多條樹幹，請在表格中填寫每支主幹的胸徑，並依

漁護署的《作業備考》計算及填寫總胸徑(整體胸徑)。樹木風險評估報告須包括相

片記錄，顯示樹木的多條主幹，每條主幹均須以數字順序排列(即#1、#2 等)。如

超過五條主幹，請分頁提供各條主幹的胸徑，但總胸徑的計算應包含所有主幹。 

 

樹木類別：樹木登記冊內的樹木類別。請為古樹名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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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褐根病感染的樹木或其他樹木，剔

選合適方格。另外請在表格上的適當位置填寫古樹名木編號／石牆樹的樹木登記

冊編號(如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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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記錄受評估樹木的位置資料。 

 

主區和副區編號：提供受評估樹木於樹木管理通用平台的主區編號和副區編號。

如沒有副區，則填寫「無」。主區和副區劃分的詳情載於綠化工作網上手冊

(http://devb.host.ccgo.hksarg)上的《樹木管理通用平台手冊》。主區和副區由負責部

門劃分。 

 

中文地點和英文地點：樹木所在地點的中、英文名稱。有關地點／街道名稱， 請

參考地政總署最新出版的《香港街》。 

 

地區：依 18 個區議會分區劃分。 

 

樹木風險管理地區類別：《指引》所說明的樹木風險管理地點類別。如樹木生長於

第一類地點，選擇「第一類」；如生長於第二類地點，選擇「第二類」；如生長於

第三類地點，則選擇「第三類」。  

 

座標：樹木中心位置的 X 軸及 Y 軸讀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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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類別：樹木所在的場地或個別地點。如樹木位於斜坡維修責任信息系統

(SIMAR)的斜坡，請在空白位置註明斜坡編號。如受評估樹木不符合方格訂明的任

何一個類別，請剔選「其他」。如樹木位於噴漿斜坡上的樹圈內，請剔選「樹穴／

樹圈」。如受評估樹木符合多於一個地點類別，則可剔選多於一個方格。例如，如

果樹木生長在屋邨的樹穴中，請剔選「樹穴」和「屋邨」。如有關樹木不屬於方格

訂明的任何類別，須在「其他」一項的空白位置提供地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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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部分—目標物評估 

本部分提供可能被受評估樹木影響的潛在目標物的資料。每棵樹或樹木部分可能

會影響一個或多個潛在目標物。就每個潛在目標物進行評估，可更有效評估一旦

樹木倒塌可能出現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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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人」、「在休閒／康樂地點

的人士」、「有人居住的房屋」、「停車場內的汽車」、「學校」、「遊樂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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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物最有可能存在的位置。如目標物符合以下情況，請選擇合適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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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或一週內目標物可能存在於目標物範圍內的大約時間。 

 甚少：目標物一般不在目標物範圍內。 

 偶爾：目標物非經常性或不定期位於目標物範圍內。 

 經常：目標物每日或每週大部分時間使用目標物範圍或在其內

進行活動。 

 恆常：目標物幾乎無時無刻(即每週七日，每日24小時)位於目標物

範圍內。 

 

可否移除目標物：盡可能移走目標物以消除風險。如目標物可被移離目標物範圍，

請選擇「是」；否則請選擇「否」。 

 

可否限制使用：盡可能限制目標物範圍的使用以消除風險。如可限制目標物範圍

的進出，請選擇「是」；否則請選擇「否」。 

 

第 5 部分─場地狀況 

本部分提供或會影響樹木倒塌可能性的場地背景資料。 

 

地勢：樹木生長場地的地勢。在「平地」、「天然山坡」、「人造斜坡」、「擋土

牆」或「石牆」中剔選合適方格；並在「其他」一項的空白位置填寫對場地的其他

觀察。例如，如果樹木是石牆樹，並且觀察到石牆上有裂縫，應在「其他」一欄中

提供更多資料。如適用，可剔選多於一個方格以詳細說明場地狀況。 

 

場地改變：剔選合適方格，選取會影響受評估樹木根部系統的場地因素，或可能

影響受評估樹木當風程度的場地因素： 

 沒有：沒有發現土壤改變。 

 地表改變：場地曾添加或移除土壤。 

 場地平整：鄰近樹木已移除或大幅減少，可能引致受評估樹木變得當

風。 

 其他：其他所需資料或對場地改變的進一步描述。 

 

土壤情況：記錄可能影響受評估樹木的健康及／或生命力，或其根部系統能否提

供足夠機械性支撐能力的因素。 

 正常：土壤情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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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排水不良、地下水位高、過度灌溉或受評估樹木位處低窪地

區而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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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表格上沒有列出的情況或需填寫有關土壤情況的進一步描述。 

 

土壤裂縫或裂縫於傾斜部位背後：如發現土壤有裂縫或裂縫於傾斜部位背後，請

剔選方格。如有需要，請在空白位置提供更詳細描述。若資源許可，應在有需要

時安排樹根探測和製圖，以確認根部系統有否受損。 

 

滴水線範圍內有限制：請剔選方格，並根據觀察，估計受評估樹木滴水線範圍內

所受到限制的百分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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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應在有需要時安排樹根探測和製圖，以確認根部發展是否受

限制。 

 

樹木倒塌記錄：如受評估樹木所處場地在巡查日期的過去12個月內，曾發生整棵

樹倒塌的事故（在颱風期間倒塌的樹木除外），請剔選方格。若可能，請提供更

詳細資料，包括估計塌樹發生的時間及塌樹原因等。如果同一棵樹在過去6個月內

曾發生樹枝斷裂的情況，應特別註明以引起注意。 

 

褐根病記錄：受評估樹木滴水線範圍內若曾有其他樹木確認感染褐根病紀錄， 請

剔選方格（感染褐根病的樹木的位置分布可以在樹木管理通用平台網頁圖層上查

看）。若可能，請提供詳細描述，包括確認疾病的大約時間、已採取的治療等。應

在有需要時進行土壤病原體測試，包括褐根病測試。 

 

其他觀察：請在空白位置描述本部分沒有涵蓋的其他觀察。 

 

 

第 6 部分─總體概況 

本部分提供受評估樹木的總體概況。 

 

茁壯程度：顯示受評估樹木的整體健康狀況。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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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樹木茁壯程度較低，應在有需要時使用微鑽

探檢測、聲納斷層掃描探測或土壤病原體測試，進一步檢查樹幹內部有

否腐壞或根部系統是否有缺陷／受損。 

 正常：樹木生長與同一區內相同品種的典型樹／一般樣辦樹大小相若，葉

片狀況和分枝並無明顯缺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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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樣辦樹

為大。樹木沒有受到任何限制而且亦沒有病蟲害。 

 

傾斜：從垂直線量度的樹幹傾斜角度。請選擇：  

 沒有：沒有發現有傾斜情況。 

 有：從垂直線量度傾斜角度，並在空白位置作記錄。如果傾斜角度大於

15度，應評估樹木的穩定性。 

 新近傾斜：在是次樹木檢查首次發現主幹傾斜，或傾斜角度持續增加， 12
個月内主幹傾斜角度增加5度或以上，便應評估根部系統和樹幹有否腐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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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仔細檢查根基升起、根部斷裂或土壤裂縫的情況。若資源許可，應在有

需要時安排樹根探測和製圖，以確認樹根是否生長良好或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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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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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樹木附近有其他樹木、構築物或建築物，可適度減低風對受評估

樹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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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林

區的邊緣的樹木，等等。如果樹木被確定處於當風位置，應評估樹冠負荷

和樹冠不對稱情況，並考慮必要的樹冠縮減以減少樹冠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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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樹木被確定位於「風

洞」位置，應評估樹冠負荷和樹冠不對稱情況，並考慮必要的樹冠縮減以

減少樹冠負荷。同時應進行更徹底的樹冠檢查，以清除樹冠上的枯枝或懸

吊斷枝。 

 

野生動物或鳥巢：野鳥或蝙蝠、松鼠等其他野生動物， 可能會在受評估樹木的樹

枝或洞穴築巢而居。請選擇： 

 沒有：沒有發現巢居活動。 

 有：發現巢居活動。在空白位置填上現場觀察所得資料（若有），包括在

受評估樹木上所發現的野生動物名稱（若能辨識）、數量，以及巢居位置

等。 

 

 

鋼索或支架：安裝鋼索或支架可為受評估樹木提供額外支撐。請選擇： 

 沒有：沒有安裝鋼索或支架系統。 

 有：已安裝鋼索或支架系統。若可能，在空白位置提供更多資料，包括鋼

索或支架的種類、狀況、成效、保養規定等。 

 

修剪歷史：受評估樹木在最近12個月內或最近一次樹木評估時的護養／修剪紀錄。

請選擇：    

 清理樹冠：已進行樹冠清理。 

 疏減樹冠：已進行樹冠疏減。 

 提升樹冠：已進行樹冠提升。 

 縮減樹冠：已進行樹冠縮減。 

 結構修剪：已進行結構修剪，一般用於年幼樹木。 

 削頂：採用了不當的修剪技術來減少樹木體積；特徵是在節點之間切

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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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尾：採用了不當的修剪方法，過度移除內部樹枝及／或較低的橫

枝。 

 其他：請就剔選項目、最後一次修剪日期及上述項目沒有包括的其他

修剪記錄，提供詳細描述。 

 

其他觀察：請在空白位置描述本部分沒有涵蓋的其他觀察。 

 

 

第 7 部分─樹冠狀況 

本部分提供受評估樹木的樹冠狀況。 

 

樹冠密度：樹冠由樹枝、葉片及其他繁殖部位所組成， 可遮擋光線進入或穿透其

中。要估計樹冠密度，可使用樹冠密度─葉片透明度卡或電子密度計。請選擇： 

 正常：樹冠密度與同一區內相同品種的典型樹／一般樣辦樹相若。 

 稀疏：樹冠密度較同一區內相同品種的典型樹／一般樣辦樹為低，令風和光

線可大量穿透。請以同一區內相同品種的典型樹／一般樣辦樹作比較，估計

樹冠密度的百分比：<25%， 25%-<50%，或 50%-<75%， 並在空白位置填

寫結果。超過 75%視為「正常」。如果樹冠密度低於50%，應在有需要時安

排進行根部發展評估（透過樹根探測和製圖）和樹幹腐爛評估（透過微鑽探

檢測或聲納斷層掃描探測），以查明樹冠稀疏的原因。 

 

樹冠不對稱：如樹冠形態不對稱，請剔選方格。如果樹冠的重心朝向交通繁忙的

道路、學校、遊樂場或聚集場所，應覆核樹木的穩定性。應縮減樹冠，以減輕樹

冠負荷並修正樹冠不對稱情況。 

 

活冠比：活樹冠高度佔整棵樹總高度的比例[(樹冠高度／樹高)×100%]。請剔選活

冠比大約範圍的方格。如果活冠比低於40%，應在有需要時安排進行微鑽探檢測

或聲納斷層掃描探測，進一步評估樹幹或根系的內部腐壞情況，或透過樹根探測

和製圖，檢查根部系統的缺陷／損傷，以確定活冠比低的原因。同時應覆核修剪

歷史，以確定是否曾進行任何不必要的修剪。 

 

樹冠負荷：受評估樹木的樹冠大約的整體負荷，這或會因為葉片及其他繁殖部位

的密度、樹冠結構等而有所不同。 

 正常：樹冠負荷與同一區內相同品種的典型樹／一般樣辦樹相若。 

 過重：樹冠負荷遠較同一區內相同品種的典型樹／一般樣辦樹為高。如果

樹冠負荷過重，應考慮縮減樹冠，以減輕樹冠負荷。 

 衰弱：樹冠負荷較同一區內相同品種的典型樹／一般樣辦樹為低。如果樹

冠負荷被確定為「衰弱」，應在有需要時安排進行微鑽探檢測或聲納斷層

掃描探測，以評估樹幹內部腐壞的情況，或透過樹根探測和製圖，詳細評

估根部發展，或按需要進行土壤病原體測試。即使大部分養分缺乏症狀均

可由經驗豐富的巡查人員觀察到，但亦應考慮進行土壤養分含量測試，以

檢查種植土壤中是否缺乏任何養分。然而，應仔細規劃施肥，因為過度施

肥也會損害根部系統和樹木健康。部門亦應留意在集水區和郊野公園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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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 

 

葉片：與同一區內相同品種的健康樹木作比較時，可作樹木健康狀況的重要指標。 

請選擇：  

 落葉(季節性)：檢查的樹木有落葉情況，檢查該樹木是否落葉喬木，以及

葉片是否在冬季脫落。 

 落葉(枯萎)：檢查的樹木有落葉情況，檢查樹木是否已枯萎，以及葉片是

否在樹木枯萎前脫落。檢查落葉是否由樹幹內部腐壞或根部系統損傷導致。

應考慮進行土壤養分含量測試，以檢查種植土壤中是否缺乏任何養分。然

而，應仔細規劃施肥，因為過度施肥也會損害根部系統和樹木健康。部門

亦應留意在集水區和郊野公園施肥的限制。 

 正常：葉片顏色與同一區內相同品種的典型樹／一般樣辦樹相若。 

 萎黃：葉片變成黃綠至黃色，估計樹冠上萎黃葉片的百分比，並在空白位

置填寫資料。檢查種植場地是否有積水情況或水分不足。應考慮進行土壤

養分含量測試，以檢查種植土壤中是否缺乏任何養分。然而，應仔細規劃

施肥，因為過度施肥也會損害根部系統和樹木健康。 

 壞死：枯葉留在樹冠上，估計樹冠上壞死葉片的百分比，並在空白位置填

寫資料。檢查種植場地是否有積水情況或水分不足。檢查壞死是否由樹幹

內部腐壞或根部系統損傷導致。應考慮進行土壤養分含量測試，以檢查種

植土壤中是否缺乏任何養分。然而，應仔細規劃施肥，因為過度施肥也會

損害根部系統和樹木健康。部門亦應留意在集水區和郊野公園施肥的限制。 

 

葉片大小：受評估樹木成熟部分的葉片大小。 

 正常：受評估樹木成熟部分的葉片大小，與同一區內相同品種的典型樹

／ 一般樣辦樹相若。 

 比正常細小：樹木成熟部分的葉片大小，較同一區內相同品種的樣辦樹為

小。應考慮進行土壤養分含量測試，以檢查種植土壤中是否缺乏任何養分。

然而，應仔細規劃施肥，因為過度施肥也會損害根部系統和樹木健康。部

門亦應留意在集水區和郊野公園施肥的限制。 

 

枯枝：枯枝指樹枝由嫩枝或枝條末端逐漸枯萎。枯枝百分比可從枯枝部分在整個

樹冠中所佔比例作估計。請選擇： 

 <5%：觀察到的枯枝少於5%。 

 5%–<25%：樹冠中約5%至25%以下為枯枝。 

 25%–50%：樹冠中約25%至50%為枯枝。 

 >50%：樹冠中超過50%為枯枝。 

如果枯枝多於25%，應在有需要時安排進行微鑽探檢測或聲納斷層掃描探測，以

評估樹幹內部腐壞的情況，或透過樹根探測和製圖，詳細評估根部發展，或按需

要進行土壤病原體測試。 

 

水橫枝：水橫枝是從樹幹或樹枝上受損樹皮／傷口大量增生的嫩枝。如受評估樹

木有水橫枝，請剔選方格。水橫枝大量生長表示樹木健康狀況欠佳或有傷口。應詳

細檢查樹木健康狀況，特別是檢查舊傷口或樹洞處的內部腐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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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吊斷枝：殘留或懸掛在樹冠上已折斷的樹幹或樹枝部分。如受評估樹木有懸吊

斷枝，請剔選方格。懸吊斷枝對在樹冠下出現的目標物，尤其是不受保護的目標

物，構成高度潛在風險。應盡快移除懸吊斷枝。 

 

病蟲害：如受評估樹木有病蟲害，請剔選方格。請嘗試辨識在受評估樹木上發現的

蟲害或疾病，例如褐根病、真菌Ganoderma spp.引致的腐壞和白蟻（如有需要，可

使用白蟻探測器），以更有效控制病蟲害。如果現場無法確定害蟲／真菌種類，請

收集樣本並提交至樹木管理辦事處，以供進一步辨識。就朱紅毛斑蛾的蟲害，樹木

管理辦事處已從相關部門收集資料，並已在樹木管理通用平台地圖上建立圖層以

供部門查看其分佈。 

 

其他觀察：請在空白位置描述本部分沒有涵蓋的其他觀察。 

 

 

第 8 部分─樹枝狀況 

本部分提供受評估樹木的樹枝狀況。請在下述各項有關樹枝狀況的描述，剔選合適

的方格。 

 

等勢枝：同一接口處長出直徑幾乎相同的樹枝，由同一枝幹的頂芽長出，並缺乏

正常的樹枝接合點或枝領。如等勢枝與其他缺陷（如銳角附著、內夾樹皮和高寬

比）同時發生，可能會增加樹枝斷裂的風險。應進行全面檢查，以確定是否有其

他與等勢枝相關的結構缺陷。有需要時可透過空中檢測（攀爬樹木）、望遠鏡或

無人機進行檢查。 

 

內夾樹皮：樹皮夾在兩條或以上樹枝(或樹枝與樹幹) 的接合位置，令樹木結構變

弱，或成為芯木腐爛的源頭。如內夾樹皮與其他缺陷（如低活冠比及／或高寬比）

同時發生，可能會增加樹枝斷裂的風險。應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實施緩減措施，

包括修剪有缺陷的樹枝。 

 

疊枝：相互交疊、摩擦或筆直生長的樹枝可能會損毀樹皮或令結構變弱。疊枝會

造成樹枝斷裂的弱點，應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及時實施緩減措施，以修剪有缺陷

的樹枝。 

 

不常規彎曲：樹枝不正常彎曲。不常規彎曲可能導致樹枝出現弱點，應在切實可

行的情況下及時實施緩減措施，以修剪有缺陷的樹枝。 

 

滲液：樹木滲出液體，可能源自感染或樹皮下的蟲害。滲液可能反映結構性缺陷

或結構不穩，但亦可能不是。應考慮按需要進行內部腐壞評估，以檢查樹枝的健

康和結構狀況。 

 

裂縫或裂開：木材出現縱向(呈輻射狀，在木質線細胞平面上)或橫向(橫跨枝幹)的

分裂。如果裂縫或裂開的情況明顯且可能影響樹枝的結構安全，應在切實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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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安排緩減措施，包括移除有缺陷的樹枝。 

 

腐爛或樹洞：樹枝腐爛及有樹洞可能源於機械破損、真菌感染或野生動物巢居，

導致樹枝結構變弱。應進行內部腐壞評估，以評估健康木材的百分比和腐壞程度。

應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採取必要的緩減措施，以移除有缺陷的樹枝。由於樹木具

有自我防禦機制，因此無需進行特定的處理，包括塗抹保護劑／樹脂或覆蓋傷口

／樹洞的開口等。 

 

重側枝：葉片聚集在長樹枝末端。重側枝（獅尾）可能會增加樹枝斷裂的機率，

應考慮移除獅尾或採取緩減措施，以加強獅尾的橫向生長。需覆核修剪歷史，以

確定是否曾有修剪不當的情況。 

 

枯木：枯木可能是因不當修剪或懸吊斷枝殘留樹上所致。應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

採取緩減措施，以移除枯木。 

 

潰瘍、腫瘤或節瘤：「潰瘍」指樹幹、樹枝或甚至根部的局部染病組織(損傷)，經

常出現凹陷或變色。「腫瘤」是指因蟲害引致的不正常纖維腫脹，可能是亦可能不

是缺陷。「節瘤」指樹枝上的長出物，一般不視為缺陷。應盡可能在有需要時安排

進行微鑽探檢測或聲納斷層掃描探測，以確定是否有造成內部腐壞，並評估剩餘

健康木材的百分比。 

 

傷痕或機械破損：樹枝上發現的傷痕或機械破損。傷痕是活枝表皮被切開、侵入、

破壞或移除而造成的開口。如有需要，請提供更詳細描述。若資源許可，應進行

內部腐壞評估，以評估健康木材的百分比和腐壞程度。應盡快採取必要的緩減措

施，以移除有缺陷的樹枝。由於樹木具有自我防禦機制，因此無需進行特定的處

理，包括塗抹保護劑／樹脂或覆蓋傷口／樹洞的開口等。 

 

病蟲害：檢查受評估樹木是否有病蟲害。請嘗試辨識在受評估樹木上發現的蟲害

或疾病，例如褐根病、真菌Ganoderma spp.引致的腐壞和白蟻（如有需要，可使用

白蟻探測器），以更有效控制病蟲害。如果現場無法確定害蟲／真菌種類，請收集

樣本並提交至樹木管理辦事處，以供進一步辨識。應按需要考慮採取緩減措施，包

括施用殺蟲劑或殺真菌劑。如需施用殺真菌劑，應事先諮詢合資格病理學家或專

家的意見。 

 

寄生或附生植物：生長在樹枝上的寄生或附生植物。寄生或附生植物可能會亦可

能不會影響樹木的健康或結構。請嘗試辨識所發現的寄生或附生植物，並把詳細

資料填寫於空白位置上。如有需要，應安排緩減措施，以清除寄生或附生植物。

如需清除薇甘菊，應遵循漁護署有關清除薇甘菊的技術指引。 

 

真菌子實體：受評估樹木的腐爛部分出現真菌子實體或菌絲。請盡量嘗試辨識常

見的樹木腐朽菌，例如褐根病、真菌Ganoderma spp.引致的腐壞。應提交能顯示

真菌特徵的特寫相片，以助日後的辨識工作。應在有需要時安排進行土壤病原體

測試，以確定可能的致病真菌種類，並在需要時考慮採取適當的緩減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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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殺真菌劑。如需施用殺真菌劑，應事先諮詢合資格病理學家或專家的意見。 

 

反應生長：用以增加樹枝的結構強度的反應材或額外木質增生；請描述反應生長

的位置及程度。 

 

 

其他觀察：請在空白位置描述本部分沒有涵蓋的其他觀察。 

 

 

第 9 部分—主幹狀況 

本部分提供受評估樹木的主幹狀況。 

 

樹洞：量度樹木主幹上樹洞的大小， 並記錄在空白位置上；記錄樹洞洞口方向和

量度樹洞高度(樹洞中間位置離地面的高度)，並在空白位置上填寫。應進行內部腐

壞評估，以評估健康木材的百分比和腐壞程度。應盡快採取必要的緩減措施，以

移除有缺陷的樹幹或整棵樹。由於樹木具有自我防禦機制，因此無需進行特定的

處理，包括塗抹保護劑／樹脂或覆蓋傷口／樹洞的開口等。 

 

請在下述各項有關主幹狀況的描述，剔選合適的方格。 

 

等勢幹：同一接口處長出直徑幾乎相同的樹幹，並缺乏正常的接合點或枝領。如

等勢幹與其他缺陷（如銳角附著、內夾樹皮和高寬比）同時發生，可能會增加樹木

倒塌的風險。應進行全面檢查，以確定是否有其他與等勢幹相關的結構缺陷。有

需要時可透過空中檢測（攀爬樹木）、望遠鏡或無人機進行檢查。如果情況威脅到

樹木的安全，應盡快考慮移除有缺陷的樹幹或整棵樹。 

 

內夾樹皮：樹皮夾在兩條或以上樹幹的接合位置，令樹幹結構變弱。如內夾樹皮

與其他缺陷（如低活冠比及／或高寬比）同時發生，可能會增加樹木倒塌的可能

性。如果情況威脅到樹木的安全，應盡快考慮移除有缺陷的樹幹或整棵樹。 

 

不良漸尖生長：主幹的直徑隨着樹木主幹的高度變小。不良漸尖生長的樹木如果

新近變得當風，或會增加樹木倒塌的可能性。應進一步評估不良漸尖生長的樹木

的結構穩定性。如果樹木倒塌風險評級為「高」或「極高」，應盡快考慮移除樹

木。 

 

不常規彎曲：樹幹不正常彎曲。不常規彎曲的樹木如果新近變得當風，可能導致

樹幹出現弱點，這是增加樹木倒塌可能性的重要因素。應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及

時採取緩減措施，以移除有缺陷的樹幹或整棵樹。 

 

裂縫或裂開：木材出現縱向(呈輻射狀，在木質線細胞平面上) 或橫向(橫跨枝幹)的

分裂。如果裂縫或裂開的情況明顯且可能影響樹木的結構安全，應在切實可行的

情況下安排緩減措施，包括移除有缺陷的樹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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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常樹皮裂紋：樹皮裂紋可能是樹幹常見的特徵。請以同一區內相同品種的樹

木對比檢查，以辨識不正常的樹皮裂紋。有不正常樹皮裂紋的樹如果新近變得當

風，可能會增加樹木倒塌的可能性。應考慮採取緩解措施，包括移除有缺陷的樹

幹或整棵樹。 

 

滲液：樹木滲出液體，可能源自感染或樹皮下的蟲害。滲液可能反映結構性缺陷

或結構不穩，但亦可能不是。若資源許可，應在有需要時安排進行微鑽探檢測或

聲納斷層掃描探測，以確定是否有造成內部腐壞，並評估剩餘健康木材的百分比。

如果情況威脅到樹木的安全，應盡快考慮移除有缺陷的部分或整棵樹。 

 

潰瘍、腫瘤或節瘤：「潰瘍」指樹幹、樹枝或甚至根部的局部染病組織(損傷)，

經常出現凹陷或變色。「腫瘤」是指因蟲害引致的不正常纖維腫脹，可能是亦可

能不是缺陷。「節瘤」指樹幹上的長出物，一般不視為缺陷。若資源許可，應在

有需要時安排進行微鑽探檢測或聲納斷層掃描探測，以確定是否有造成內部腐壞，

並評估剩餘健康木材的百分比。 

 

傷痕或機械破損：樹幹上發現的傷痕或機械破損。如有需要，請提供更詳細描述。

應進行內部腐壞評估，以評估健康木材的百分比和腐壞程度。應在切實可行的情

況下採取必要的緩減措施，以移除有缺陷的部分或整棵樹。由於樹木具有自我防

禦機制，因此無需進行特定的處理，包括塗抹保護劑／樹脂或覆蓋傷口／樹洞的

開口等。 

 

病蟲害：有可能嚴重影響樹木健康或穩定性的病蟲害。請嘗試辨識在樹木上發現

的蟲害或疾病，例如白蟻（如有需要，可使用白蟻探測器），以更有效控制病蟲

害。如果現場無法確定害蟲／真菌種類，請收集樣本並提交至樹木管理辦事處，

以供進一步辨識。應按需要考慮採取緩減措施，包括施用殺蟲劑或殺真菌劑。如

需施用殺真菌劑，應事先諮詢合資格病理學家或專家的意見。 

 

寄生或附生植物：生長在樹幹上的寄生或附生植物。寄生或附生植物 可能會亦可

能不會影響樹木的健康或結構。請嘗試辨識在樹木上發現的寄生或附生植物，並

在空白位置填寫資料。如有需要，應安排緩減措施，以清除寄生或附生植物。如需

清除薇甘菊，應遵循漁護署有關清除薇甘菊的技術指引。 

 

真菌子實體：樹木的腐爛部分出現真菌子實體或菌絲。請盡量嘗試辨識常見的樹

木腐朽菌，例如褐根病、真菌Ganoderma spp.引致的腐壞。應提交能顯示真菌特徵

的特寫相片，以助日後的辨識工作。應在有需要時安排進行土壤病原體測試，以

確定可能的致病真菌種類，並採取適當的緩減措施，包括施用殺真菌劑。如需施

用殺真菌劑，應事先諮詢合資格病理學家或專家的意見。 

 

反應生長：用以增加樹幹的結構強度的反應材或額外木質增生；請描述反應生長

的位置及程度。 

 

其他觀察：請在空白位置描述本部分沒有涵蓋的其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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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部分─根部狀況 

本部分提供受評估樹木的根部狀況。請在下述各項有關根部狀況的描述，剔選合適

的方格。 

 

根脊不現：如果可能，請確定和記錄根脊在地面以下的深度。應考慮採取緩減措

施，包括移除表土以露出根脊，施用覆蓋物以改善土壤情況。 

 

裂縫或裂開：木材出現縱向(呈輻射狀，在木質線細胞平面上)或橫向(橫跨根部)的

分裂。應盡快採取緩減措施，包括移除有缺陷的根部。若資源許可，應按需要安

排進行樹根探測和製圖，以覆核健康根部的分佈情況。 

 

根部外露：根部外露，圍繞樹木捲生或蜿蜒伸展。根部外露可能源於表層土壤侵

蝕、土壤空間不足以供根部生長，或土壤被過度踐踏。應考慮採取緩減措施，包括

施加覆蓋物和更換表土。如果外露的根部損壞了附近的行人路，應考慮建造架空

的行人路面或進行其他場地改善工作。 

 

根部腐壞：根部腐壞是常見的根部疾病。請嘗試辨識根部腐壞的類別，並提供根部

腐壞範圍的特寫相片，以供進一步辨識。應按需要考慮採取緩減措施，包括施用殺

真菌劑、移除有缺陷的根部或移除整棵樹。如需施用殺真菌劑，應事先諮詢合資格

病理學家或專家的意見。 

 

根部經切割或截根：經切割或修剪的根部可能會截短傳送水份和養份至樹幹及樹

葉的運輸路徑。應在有需要時安排樹根探測和製圖，以覆核健康根部的分佈情況。

應考慮採取緩減措施，包括施加覆蓋物以減少泥土被壓實，以改善土壤情況，促

進新根的發展。如果根部損壞被評估為威脅到整棵樹的穩定性，則須考慮移除樹

木。 

 

纏繞樹幹：根部纏繞樹幹，可能引致樹幹生長受限制。若資源許可，應在有需要

時安排進行微鑽探檢測或聲納斷層掃描探測，以評估內部有否腐壞和剩餘健康木

材的百分比。如果情況威脅到整棵樹的安全，則應考慮移除樹木。 

 

纏繞根：根部在樹基或在表土以下纏繞。根部纏繞會限制或損害樹幹和根部發展，

在極端情況下更有可能引致樹木倒塌。若資源許可，應在有需要時安排樹根探測

和製圖，以檢查健康根部的分佈情況。如果根部損壞被評估為導致整棵樹有缺陷，

則應考慮移除樹木。 

 

表根枯萎：表根枯萎可能反映樹木結構不穩定，若觀察到表根枯萎，請剔選方格。

若資源許可，應在有需要時安排樹根探測和製圖，以覆核健康根部的分佈情況。

應考慮採取緩減措施，包括施加覆蓋物，以改善土壤情況。如果根部損壞被評估

為導致整棵樹有缺陷，則須考慮移除樹木。 

 

根基移位：根基可能受強風吹襲或土壤侵蝕影響；根基移位或會嚴重影響樹木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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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應考慮採取緩減措施，包括安裝支撐系統，以保持小樹的穩定性。如果根

部損壞嚴重或安裝支撐系統後樹木不穩定，應考慮移除樹木。 

 

傷痕或機械破損：根部，特別是外露的根部上發現的傷痕或機械破損。由於樹木

具有自我防禦機制，因此無需進行特定的處理，包括塗抹保護劑／樹脂或覆蓋傷

口的開口等。如果根部損壞被評估為導致整棵樹有缺陷，則應考慮移除樹木。 

 

病蟲害：有可能嚴重影響樹木健康或穩定性的病蟲害。請嘗試辨識在樹木上發現

的蟲害或疾病，例如白蟻（如有需要，可使用白蟻探測器），以更有效控制病蟲

害。如果現場無法確定害蟲／真菌種類，請收集樣本並提交至樹木管理辦事處，

以供進一步辨識。應按需要考慮採取緩減措施，包括施用殺蟲劑或殺真菌劑。如

需施用殺真菌劑，應事先諮詢合資格病理學家或專家的意見。 

 

寄生或附生植物：生長在外露樹根上的寄生或附生植物。寄生或附生植物可能會

亦可能不會影響樹木的健康或結構。請嘗試辨識在樹木上發現的寄生或附生植物，

並把詳細資料填寫於空白位置上。如有需要，應安排緩減措施，以清除寄生或附

生植物。 

 

真菌子實體：樹根的腐爛部分出現真菌子實體或菌絲。請盡量嘗試辨識常見的樹

木腐朽菌，例如褐根病、真菌Ganoderma spp.引致的腐壞。應提交能顯示真菌特徵

的特寫相片，以助日後的辨識工作。應在有需要時安排進行土壤病原體測試，以

確定可能的致病真菌種類，並在需要時採取適當的緩減措施，包括施用殺真菌劑。

如需施用殺真菌劑，應事先諮詢合資格病理學家或專家的意見。 

 

反應生長：用以增加根部或根脊的結構強度的反應材或額外木質增生；請描述反

應生長的位置及程度。 

 

其他觀察：請在空白位置描述本部分沒有涵蓋的其他觀察。 

 

第 11 部分—風險類別 

本部分的風險評估方法遵循國際樹木學會公布的樹木風險評估方法，此方法載於

該會出版的《最佳管理方式— 樹木風險評估》(2011 年)。 

 

目標物編號：第 4 部分 — 目標物評估所載的目標物編號，按後果的嚴重性排列。

請為每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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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引致目標物受損害的樹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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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樹木倒塌可能性和可能導致目標物受損害的樹木或樹木部分的狀

況，例如：「在停車位上方有大條枯萎樹枝」、「在住屋附近的樹木發現根基移

位」、「在兒童遊樂場附近的樹木發現樹幹腐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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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大小：估計有關樹木或樹木部分的大小。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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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樹木部分或整棵樹向有關目標物下墜的距離。下墜距離越大，引

致的損害越嚴重。 

 

樹木倒塌可能性及影響 

 

根據國際樹木學會的風險類別，可使用可能性組合表(組合1)，從可能性組合 — 倒

塌的可能性 x 影響的可能性中，得出「倒塌並影響的可能性」。 

 

倒塌可能性可按以下指引分為四個等級： 

 

 不太可能：在特定時間內，於正常天氣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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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八號

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極端冬季季候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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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時間內，於極端天氣情況下，有關樹木或樹木部分有可

能會倒塌，但在正常天氣情況下則不太可能倒塌。 

 

 相當可能：在特定時間內，於正常天氣情況下，有關樹木或樹木部分預

料會倒塌。 

 

 非常可能：有關樹木或樹木部分已開始倒塌，或於不久將來在正常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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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樹木品種屬於樹木管理辦事處每年在樹木風險評估週期開始前公佈的20種
需特別注意的常見樹種之一，應視乎缺陷的嚴重性而盡量將「倒塌可能性」評為

「相當可能」或「非常可能」。此外，如果觀察到懸吊斷枝、嚴重的樹枝/樹幹/

根部腐壞、以及《指引》第2.4.3節所述的其他主要缺陷和健康問題，則應視乎缺

陷的嚴重性將「倒塌可能性」評為「相當可能」或「非常可能」。 

 

影響目標物的可能性可分為四個等級：  

 

 非常低：樹木或樹木部分倒塌而影響有關目標物的機會非常低。例如：甚

少使用的場地、局部受遮蓋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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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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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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的恆常目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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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受有關樹木影響而恆常使用的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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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有關樹木的高用量道路或行人路。 

 

風險評級 

 

根據國際樹木學會的風險類別，可使用風險評級組合表(組合2)，從風險評級組合 

— 倒塌並影響的可能性 x 倒塌後果中，得出指定樹木部分對特定目標物的風險

評級。 

 

倒塌後果可按以下指引分為四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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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樹木位於偏遠地區，幾乎沒有人類活動或車

輛交通，則樹木倒塌很可能不會導致任何人身傷害或財物損毀。 

 較小：造成或許需要簡單急救治療的很輕微的人身傷害、低至中程度的

財物損毀，或輕微阻礙交通或人類活動。例如，相關的樹木或樹木部分相

對較小，或下墜的距離較低，以致樹木部分或整棵樹的倒塌較小機會造

成嚴重的人身傷害、財物損毀或阻礙交通。 

 重大：造成可能需住院的人身傷害、中至高程度的財物損毀，或對交通或

人類活動造成相當大的阻礙。例如，相關的樹木或樹木部分相對較大，或

下墜的距離中等，以致樹木倒塌可能導致輕微的人身傷害、輕微的財物

損毀或阻礙部分交通，但不會完全阻塞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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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相關的樹木或樹木部分相當

大，或下墜的距離很高，以致樹木倒塌可能導致嚴重的人命傷亡、重大

的財物損毀或完全阻塞交通。 

 

使用風險評級組合表(組合2)後，風險評級進一步分為四個類別： 

 

 低：倒塌後果「微小」；或倒塌並影響的可能性為「很低機會」；或倒塌

並影響的可能性為「有機會」，而倒塌後果「較小」，則風險評級為「低」。

應採取例行的緩減措施，或「無須進一步行動」，以維護受評估樹木的健

康和結構狀況。 

 

 中等：倒塌並影響的可能性為「較大機會」或「很大機會」，而倒塌後果

「較小」；或倒塌並影響的可能性為「有機會」，而倒塌後果「重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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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則風險評級為「中等」。應採取例行的緩減措施，以維護受評

估樹木的健康和結構狀況。 

 

 高：倒塌後果「重大」，而倒塌並影響的可能性為「較大機會」或「很大

機會」；或倒塌並影響的可能性為「較大機會」，而倒塌後果「嚴重」，

則風險評級為「高」。應採取緩減措施，以降低特定目標和所涉及樹木部

分的風險評級，將剩餘風險評級降至「中等」或更低。如果建議的緩減措

施無法降低風險評級，則應考慮修訂緩減措施。 

 

 極高：倒塌後果「嚴重」，而倒塌並影響的可能性為「很大機會」，則風

險評級為「極高」。應盡快及時採取緩減措施，以降低特定目標和所涉及

樹木部分的風險評級，將剩餘風險評級降至「中等」或更低。如果建議的

緩減措施無法降低風險評級，則應考慮修訂緩減措施或移除整棵樹。應採

取措施圍封樹木位置，並在受評估的樹木周圍張貼通知，以避免人們在該

樹附近經過或逗留。 

 

 

第 12 部分—緩減措施 

本部分要求巡查人員根據樹木風險評估的結果建議緩減措施。緩減措施應按照保

護公眾安全的緊迫程度進行優先排序。巡查時應估計樹木或樹木部分在建議的緩

減措施完成後的剩餘風險，以評估建議的緩減措施是否充分實施。 

 

目標物編號：第 4 部分 — 目標物評估所載的目標物編號，按後果的嚴重性排列。 

 

樹木部分：須採取緩減措施的目標樹木或樹木部分。 

 

緩減措施：為減低樹木風險而建議的緩減措施。應及時對每個已辨識目標物採取

適當的緩減措施。巡查人員應在諮詢部門和樹木工程承辦商後，提供緩減工程的

完成日期。 

 

預算完成日期：預算完成建議緩減措施的日期， 以「日日／月月／年年年年」格

式填寫。 

 

剩餘風險：完成建議緩減措施後的估計風險評級。對於風險評級被評為「高」或

「極高」的樹木，應建議適當的緩減措施，以將風險評級降至「中等」或更低。

如果建議的緩減措施無法降低風險評級，則應考慮修訂緩減措施或移除整棵樹。 

 

 

第 13 部分—說明、註解、描述及補充資料 

 

說明、註解、描述及補充資料：請詳述表格內其他部分沒有完整描述的情況、因

素或觀察，包括巡查人員在風險評估中，就危害、影響和風險級別作決策時用作

基礎的額外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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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樹木風險：各個已確定有問題的樹木部分中，獲評的最高風險評級。 

 

綜合剩餘風險：完成對所有已確定有問題的樹木部分的緩減措施後，最高的剩餘

風險評級。對於「綜合樹木風險」被評為「高」或「極高」的樹木，應建議適當

的緩減措施，以將「綜合剩餘風險」評級降至「中等」或更低。如果建議的緩減

措施無法降低風險評級，則應考慮修訂緩減措施或移除整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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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建議的進一步檢查的詳情，包括但不限於： 

 微鑽探檢測； 

 聲納斷層掃描探測； 

 透過攀爬樹木或使用無人機，進行空中檢測； 

 樹根探測和製圖；或 

 斜坡／石牆穩定性檢測等。 

 

檢查限制：載列樹木風險評估可能受到的限制。可在「其他」一項的空白位置

提供更詳細描述。 

 

附夾資料：請提供與評估相關的相片、地圖、測量數據、圖紙、圖表等資料。 

 

加入平面圖：應上載相關的場地平面圖。平面圖應顯示有關樹木及目標物的位

置、滴水線、目標物範圍界線及相關的土地類別資料。 

 

加入樹木照片：應上載包括但不限於場地相片、整棵樹不同角度的相片、顯示缺

陷的特寫相片(連示意圖及標示)等相關相片。所提供的相片均須符合《指引》附

錄 6 ─ 樹木風險評估拍照指引所載對相片的要求。所有相片均須標示拍攝日

期及時間。 

 

加入其他資料：應加入其他有助描述、說明及／或解釋樹木風險評估及緩減措

施等的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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