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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市區人煙稠密，寸金尺土，樹木只能在樹槽或花槽內種

植，附近地面多會鋪上混凝土，而且與樹幹的位置相當

接近。這些樹木生長空間不足，加上地面不能透水，無

法吸收足夠的空氣和水分。樹木的根部生長旺盛，有時

甚至會掀起行人路的路面。另一方面，行人路進行維修

時，亦可能會切斷或損毀樹根。  

 

 現時有不少樹木在堅硬地面下生長，生長空間有限。要

改善生長環境的其中一個方法，是及時移除或掘開不透

水的堅硬地面，增加可以透水的地方，讓樹根更容易接

觸水分和空氣。不過，有關方面在施工前必須適當制訂

和實施預防措施，確保樹木穩固，不會倒塌。  

 

2. 根系生物學  

 

 樹根的主要作用，是令樹木保持穩固，以及儲存、吸收

和傳送養分。較大的樹根主要負責穩定樹木，以及儲

存、吸收和傳送養分。負責吸收養分的樹根較小，沿着

主要木質樹根及其末端生長，呈纖維狀，對吸收水分和

礦物質極為重要。樹根的生長需要水分、養分和氧氣，

因此，負責吸收養分和橫向生長的樹根多長於泥土表面

附近。由於樹根需要氧氣才能生長，因此不會鑽進不透

水已鋪路面下被壓實而又氧氣不足的泥土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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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翻新行人路時確保樹木穩固  

 

 樹木很容易適應周圍環境，樹根若接觸到混凝土行人路

或路緣等堅硬地面時，便會沿着地面生長，但當樹槽並

沒有被擴闊或樹架沒有被移除或及時調較，樹根便有機

會與樹架等設施連成一體﹝圖 1﹞。  

 

 有些樹種的根部極之發達，若在已鋪路面下生長，便可

能會掀起路面﹝圖 2﹞。  

 

 為了改善情況，我們有時會翻新行人路，增加根冠位置

的空間。相對而言，要移去可拆走的鋪路磚是比較簡單

及容易。但如工程地點是在混凝土行人路或路緣等堅硬

地面時，當樹槽或花槽附近現有的混凝土行人路及／或

路緣被移除後，由於樹木突然失去堅硬地面的承托，便

可能會倒塌。因此，在施工前必須仔細計劃，評估施工

地點的情況及樹木穩固程度，在施工前提供合適的支

撐，並在有適當監督的情況下，由具備專門知識的人員

負責有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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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樹根沿堅硬的地面生長  

 
圖 2 樹根生長旺盛，掀起行人路的路面   

 

4. 從以往個案汲取經驗  

 

4.1 個案 1 

 一棵細葉榕﹝Ficus  microcarpa﹞在附近的混凝土路面

被移除後倒塌﹝圖 3﹞，事後發現混凝土樹槽和結構性

樹根已連成一體，但有關方面在移除鋪砌面前並未為樹

木提供任何額外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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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在重鋪路面時倒塌的細葉榕   

 

4.2 個案 2 

 另一棵細葉榕在進行樹槽擴闊工程時，因附近行人路路

面被移除而倒塌﹝圖 4﹞。  

 

 

 

 

 

 

 

 

 

 圖 4 細葉榕在樹槽擴闊工程時倒塌  

 

 上述兩個個案的樹木均在細小的樹槽生長，樹根的生長

在狹窄空間受到限制，令有寬闊樹冠的大樹未能得到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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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支撐。樹槽的混凝土圍邊連接附近的混凝土路面，能

為樹木提供承托。因此，一旦毗鄰的混凝土路面被移

除，樹木便突然失去承托而塌下。  

 

5. 在樹木附近進行翻新／工程或移除現有堅硬地面時應

採取的預防措施  

 

若樹木生長於狹窄的樹槽，而四周又鋪有堅硬而非可移

動的地磚時，如鋪砌面一旦被移除，便可能會影響樹木

的穩固程度。我們建議採取以下預防措施：  

 

(i)  計劃  

必須在施工前已計劃妥當，查看地盤和樹木的狀

況，包括樹根的形態和分布。在樹幹附近鋪設的堅

硬物料，如混凝土，或已對樹木提供某程度的穩固

承托，故須評估工程對樹木穩固程度的影響，並可

能要因應情況修訂工程範圍。承辦商應聘用具備樹

藝知識的合資格人員，負責計劃和實施有關工作，

而工程監督人員亦應接受培訓和熟悉有關的預防措

施。  

 

對於有寬闊樹冠而長時間生長在受限制的樹槽及在

樹槽附近鋪設了堅硬物料的樹木而言，長遠來說更

特別需要考慮加設永久和結構穩固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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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臨時支撐  

在開展工程前應為樹木提供臨時支撐、拉纜固定或

加設支架。工程完成並確定樹木穩固後，便可把臨

時支撐移除。  

 

(iii) 地盤工作及監督  

我們建議在挖掘樹木附近的堅硬地面時，應以人手

分階段進行，不可使用機器。在移除地面後，若未

能馬上回填泥土或鋪上護根覆蓋，露出的樹根便應

蓋上清潔並浸濕的粗麻布，以防水分流失，保護根

部免受溫度和濕度急劇轉變所影響。只有在具備樹

藝知識的人員監督下，方可切除樹根。  

 

6. 其他建議的適當做法  

 

長遠而言，為了讓樹木在已鋪路面的地方健康生長，我

們建議：  

 

(i) 在設計時預留足夠空間供樹木生長  

為了讓樹木健康生長，在設計時應劃定種植範圍，

提供足夠空間讓樹根生長，這做法較在細小的樹槽

種植樹木為佳﹝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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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a 及 5b 在種植地帶樹木健康生長  

 

若有實地環境限制而須使用樹槽或花槽種植，則應把

樹槽或花槽盡量擴闊，讓樹木有足夠空間生長和排

水。另外亦可把數個樹槽組合成為一個較大的種植範

圍。附近路面的設計亦會影響樹木生長的環境，良好

的設計能令樹木保持健康，避免日後產生護養問題。

一般而言，樹木根領周圍不應蓋上混凝土﹝圖 6﹞，

樹基應有足夠空間生長﹝圖 7﹞，並應採用透氣透水

的物料鋪砌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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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樹木根領周圍蓋上混凝土的不當例子  

 

 

 

 

 

 

 

            
圖 7 樹基周圍空間充足，沒有密封  

 

(ii) 在合適的地方種植合適的樹木  

基本原則是按種植地點的情況挑選合適的樹木。我們

應根據樹木完全成長後的大小，在地面和地底預留足

夠空間。樹冠較大的樹木需要足夠空間生長，才可完

全成長，不應在狹窄的行人路上栽種。根部發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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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板根的樹木如榕屬植物，一般不適合在狹窄的樹槽

﹝圖 8﹞或行人路種植。  

 

 

 

 

 

 

 

                                  
圖 8 在狹窄的樹槽中種植樹根發達的樹木  

 

(iii) 樹基周圍需有足夠空間，不可密封  

樹基周圍應有足夠空間，不可密封，讓水分和空氣可

以滲透到根系區。  

 

(iv) 可擴闊的樹架  

應採用可擴闊的樹架連可調校隔板，或在泥沙底層上

面鋪砌可移走及透水的鋪路磚﹝圖 9﹞，以因應樹木

的生長情況，適時移除／調整隔板或鋪路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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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 在泥沙底層上鋪砌透水的鋪路磚  

 

(v) 土溝／土槽  

土溝和土槽可在行人路下提供足夠的泥土讓樹木健

康生長，值得考慮。  

 

(vi) 土質  

一般而言，我們應確保種植範圍內的泥土成分和土質

適合種植樹木，並可視乎情況在植樹前先改善土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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