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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格尔木市名木“将军树”价值评估

贾东瑾,任
 

枫,刘翔宇
(西安绿环林业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陕西 西安 710048)

摘要:基于基本价值法、价值调整系数法、结合条件价值法、程式专家法等,评估青海省格尔木市名

木“将军树”的价值。 结果表明:“将军树”基本价值为 5 216. 56 元,调整价值为 1 051 658. 60 元,养
护管理实际投入为 3 800. 00 元,综合价值为 1 055 458. 60 元;“将军树”损失价值为 10 554. 59 元,
实存价值为 1 044 904. 01 元。 为更好地保护管理“将军树”,提出加大名木资源保护管理投资,强化

专业人员技术培训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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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sic
 

value
 

method,
 

value
 

adjustment
 

coefficient
 

method,
 

combined
 

conditional
 

value
 

method
 

and
 

formulaic
 

expert
 

method
 

,
 

the
 

value
 

of
 

the
 

famous
 

“General
 

Tree”
 

in
 

Golmud
 

City
 

of
 

Qinghai
 

was
 

evalu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asic
 

value
 

of
 

“General
 

Tree”
 

was
 

5 216. 56
 

yuan,
 

the
 

adjusted
 

value
 

was
 

1 051 658. 60
 

yuan,
 

the
 

actual
 

investment
 

in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was
 

3 800. 00
 

yuan,
 

and
 

the
 

comprehensive
 

value
 

was
 

1 055 458. 60
 

yuan;
 

the
 

loss
 

value
 

was
 

10 554. 59
 

yuan,
 

and
 

the
 

actual
 

value
 

was
 

1 044 904. 01
 

yuan.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and
 

manage
 

the
 

“General
 

Tree”,
 

sugges-
tions

 

were
 

proposed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famous
 

wood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
 

technical
 

training
 

for
 

professional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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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木指珍贵稀有的树木以及具有重要历史、文
化、观赏、科研价值及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名木不

受树种、树龄限制,也不进行分级,有的名木虽然没

有古树树龄大,但也见证和记录了历史进程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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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1] 。 名木既是一种重要自然遗产,也是一种珍

贵文化遗产,具有集多种价值于一身的特征,名木的

综合价值应是其全部价值之和,包括显著实物形式

的使用价值(直接和间接使用价值)和无显著实物

形式的非使用价值(遗产价值、存在价值和选择价

值) [2-3] 。 名木的价值研究是一个多因子耦合作用

的复杂综合体,研究侧重点不同,其价值取向也不

同,目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名木的某一方面价

值研究,一般采用程式专家法、灰色关联分析法、条
件价值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另一类是对名木的综

合价值研究,一般采用价值调整系数法,结合条件价

值法、德尔菲法等。 目前大多数环境经济学研究学

者承认名木生态资产存在非使用价值,认为在某种

情形下忽视了这种价值计算,就会在自然环境资源

的保护管理决策中犯错,导致有限资源的无效分配,
无法满足和保障名木资源生态产品价值的充分实

现[4-6] 。 青海省格尔木市的“将军楼公园”是以“将

军楼”为主题的公园,因其曾为“青藏公路之父”“格

尔木市奠基人”的开国少将慕生忠生前居住工作的

地方而得名。 60 多年前,慕生忠将军率领筑路大军

用热血和生命、勤劳和智慧铸就“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 的

“慕生忠开路精神”已成为“新青海精神”的重要组

成部分,青藏公路精神与青藏铁路精神共同组成

“两路精神”。 在创造线路长、海拔高、速度快的记

录同时,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

的困难险阻,用心血和汗水谱写了人类公路发展史

上的辉煌篇章,孕育、传承、升华了“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
的“老西藏精神”。 2021 年 9 月,经党中央批准,“两

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已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食粮,因此,开展

“将军树”价值研究对于有效保护管理“将军树”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格尔木市地处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中西部,隶
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由柴达木盆地区和唐古

拉山区两块互不相连的地域组成,柴达木盆地区是

市区的主体部分,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南部,地理坐标

为北纬 35°11′~ 37°48′,东经 91°43′~ 95°51′,面积为

71 414. 10 km2;唐古拉山区位于柴达木盆地区的西

南方,地理坐标为北纬 32°44′~ 34°56′,东经 89°39′ ~
93°30′,面积 47 540. 08 km2,格尔木市辖区总面积

118 954. 18 km2。 “格尔木”是蒙古语音译,意为“河

流密集的地方”,是连接西藏、新疆、甘肃的战略要

塞,青藏、青新、敦格 3 条公路干线在此交汇。 格尔

木辖区地形复杂,大体可分为盆地高原和唐古拉山

北麓两部分,盆地高原海拔 2 625 ~ 3 350 m,地形结

构和地貌特征呈同心圆状分布,自盆地南侧边缘至

中心依次为高山、戈壁、风蚀丘陵、平原、盐湖。 格尔

木市属典型高原大陆性气候,盆地冬季、夏季年均温

分别约为-6. 5℃ 、17. 5℃ ,山区冬季、夏季年均温分

别约为-15℃ 、7℃ ;降水量较少,雨热同季,降水量

随空间分布差异悬殊,盆地降水量总分布趋势是由

东向西逐渐递减,山区年降水量约为盆地的 10 倍;
盆地年日照时数最多为 3 265. 6 h、最少为 2 553. 0
h,山区最多为 3 211. 9 h、最少为 2 766. 2 h;盆地年

均风速为 2. 4 m / s,无霜期相对较长,约为 200 d,而
山区无霜期只有 20 d 左右。
1. 2 试验材料

“将军楼公园”坐落于格尔木市西北角,2013 年

“将军楼”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公园内有慕生忠将军于 1954 年亲手种植的

一棵青杨树,被称为“将军树”,是青海省名木之一。
根据 2021 年 8 月中旬树木生长旺季现地调查结果,
“将军树”树龄为 67 a,树高为 18 m,胸围为 182 cm,
东西冠幅、南北冠幅、平均冠幅均为 12 m。
1. 3 试验方法

1. 3. 1 基本价值评估

树木的基本价值为树木的树种价值,根据树木

的树种类别,由同类主要规格苗木的胸径处横截面

积的每平方厘米单价、树木胸径处的横截面积及树

木的价值系数决定,计算公式为:
V = B × C × Y (1)

式中:V 为树木基本价值(元);B 为同类树种主要规

格苗木胸高断面积单价(元 / cm2 );C 为树木胸高断

面积(cm2);Y 为树木价值系数,参照《北京市古树

名木评价标准》 ( DB
 

11 / T
 

478—2007)、《山西省古

树名木评价技术规范》 (DB
 

14 / T
 

1200—2016)中的

常见杨树价值系数[7-8] ,确定同为北方树种的青海

省青杨价值系数为 18。
同类树种主要规格苗木胸高断面积单价的确定

首先在满足根系要求的条件下,确立苗木的主要胸

径和主要苗高规格,然后参照本地区工程建设标准

发布的材料(苗木)预算定额信息,或采用市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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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咨询法确定的主要规格苗木参考价格,计算其

胸高断面积单价。
胸高断面积可以通过下列方法确定测量胸径,

再计算其断面积:(1)主干正常的树木,测量其根径

以上离地面
 

1. 3 m 处的主干带皮直径;(2)地上主

干部分因故断损缺失的树木以其地径代替胸径计算

横截面积;(3)胸径处畸形的树木,可在胸高上下距

离相等而形状正常处分别测量两个直径,取其平均

值;(4)树木胸径处以下分枝或从基部萌生出幼树

的树木,其胸径为各主枝或各萌生幼树与主干胸径

之和。
1. 3. 2 价值调整系数

通过设定生长势、级别、生长场所、历史见证、宗
教民俗、景观美学、树龄、生物多样性及生物量等类

别调整系数,作为评估树木价值的调整系数。 价值

调整系数以能量化计算为标准进行选择,如树龄、胸
径(或胸围)、树高、冠幅等,对于不能量化的因子,
则先定性再分级赋值,转换为量化计算[7-11] 。

生长势指树木在一定时期内生长发育的旺盛程

度和潜在能力,一般用新梢的粗细和长短、树冠整齐

度和层次性、叶片数量和色泽、树干的完整性及分枝

的繁茂程度等生长特征来表征[12] 。 可通过采用现

场目视判断法,将树木生长势状况划分为正常、衰
弱、濒危、死亡 4 个级别(表 1)。

表 1　 树木生长势分级标准

Tab. 1　 Standard
 

for
 

grading
 

the
 

growth
 

potential
 

of
 

trees

生长势
级别

分级标准

叶片 枝条 树干

正常株 正常叶片量占
叶片总量 95%
以上

枝条生长正常、
新梢数量多,无
枯枝枯梢

树干基本完好,
无坏死

衰弱株 正常叶片量占
叶片总量 95%
~ 50%

新梢生长偏弱,
枝条有少量枯
死

树干局部有损
伤或少量坏死

濒危株 正常叶片量占
叶片总量 50%
以下

枝条枯死较多 树干大部分坏
死, 干 朽 或 成
空洞

死亡株 无正常叶片 枝条枯死,无新
梢和萌条

树干枯死

1. 3. 3 综合价值评估

集多种价值于一身的树木是历史、文化、生态、
景观、科研等存在价值的综合反映,其综合价值是全

部价值之和[13] 。 一般用价格来评价树木的价值,即

树木基本价值和价值调整系数的乘积,再加上养护

管理实际投入,计算公式为:
P = V ×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i
 

+
 

T (2)
式中:P 为树木综合价值(元);V 为树木基本价值

(元);a 为树木的生长势调整系数,生长势正常的调

整系数为 1. 0;b 为树木的级别调整系数,由于名木

不分级别,根据青海实际情况,参照国家一级保护古

树的级别进行调整,调整系数为 3. 0;c 为树木的生

长场所调整系数,根据树木生长所处的位置进行调

整,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城市公园等

调整系数为 3. 5;d 为树木的历史见证调整系数,根
据树木所在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单位等级进行调整,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重要组成部分及其附近或在全省

范围内具有高知名度等调整系数为 4. 0;e 为树木的

宗教民俗调整系数,根据树木相关的宗教民俗进行

调整,无宗教民俗及其流传的调整系数为 1. 0;f 为
树木的景观美学调整系数,景观美学较好的调整系

数为 2. 0;g 为树木的树龄调整系数,由于名木不分

树龄,调整系数为 1. 0;h 为树木的生物多样性调整

系数,根据树种的珍稀濒危程度、是否乡土树种及栽

培方式等进行调整,乡土栽培树种调整系数为 2. 0;i
为树木的生物量调整系数,根据树木生物量进行调

整,10 m≤树高<15 m、10 m≤冠幅<15 m、1 m≤胸围

(地围) <2 m,调整系数为 1. 2;T 为树木养护管理实

际投入(元),是树木日常养护、复壮管理及宣传监

测的总投入[7-14] 。
1. 3. 4 价值损失评估

因自然或人为因素直接或间接造成树木的树

冠、树干、根系等局部或全部损伤,一般通过树木价

值损失来评估,计算公式为:
L = P × R (3)

式中:L 为树木损失价值(元);P 为树木综合价值

(元);R 为树木价值降低比例(%)。
树木的局部损失主要发生在树冠、树干、根系等

部位,根据各部位损伤程度,通过现地目测法可确定

树木价值降低的比例,各局部损失价值降低比例之

和上限为 100%[15](表 2)。
树木损伤程度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则可视为全

部损失: ( 1) 树干皮层损伤部分超过树干周长的

50%;(2)受伤根系超过全部根系的 50%;(3)主枝

损伤部分超过树冠的 50%;(4)树木衰亡,则树木价

值降比为 100%,树木价值全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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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树木局部损伤程度与其价值损失比例对照

Tab. 2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egree
 

of
 

local
 

damage
 

to
 

tre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value
 

loss %　

类别
价值降低比例

≤20
 

21~ 30
 

31 ~ 40
 

41 ~ 50
 

>50
 

受伤树干皮层占
树干周长的比例

20 40 80 90 100

受伤根系占全部
根系的比例

30 40 80 90 100

受伤主枝占整个
树冠的比例

20 40 80 90 100

1. 3. 5 实存价值评估

树木综合价值减去其价值损失量就是树木实际

存在的价值,计算公式为:
W = P - L (4)

式中:W 为树木实存价值(元);P 为树综合木价值

(元);L 为树木损失价值(元)。

2 结果与分析

2. 1 基本价值评估

根据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林木种苗站推荐的

2021 年春季、秋季造林绿化苗木市场指导价,青杨

苗木市场价为 1. 59 元 / cm(折换成胸围),将军树的

胸围为 182 cm。 青杨价值系数为 18,通过公式(1)
计算可知,“将军树”基本价值为 5 216. 56 元。
2. 2 综合价值评估

 

根据现地调查,不同类别价值调整系数见表 3。

表 3　 “将军树”价值调整系数及调整价值量

Tab. 3　 Value
 

adjustment
 

coefficient
 

and
 

amount
 

of
 

“General
 

Tree”

系数
类别

生长势
保护
级别

生长
场所

历史见证
宗教
民俗

景观
美学

树龄
生物

多样性
生物量

养护管理
实际投入

调整价值
/ 元

综合价值
/ 元

主要
特征
描述

正常株 名木 市内将
军楼公
园　 　

省级文物
单位组成
部分　 　

较好 67 a 乡土
栽培

树高 18 m,
胸围 182 cm,
平均冠幅 12 m

1996 年 9 月 10
日至今日常养
护管理实际投
入 3800. 00 元

1051658. 60 1055458. 60

价值
调整
系数

1. 0 3. 0
 

3. 5 4. 0　 1. 0
 

2. 0 1 2. 0
 

　 　 1. 2

　 　 通过公式(2)计算可知,“将军树”调整价值为

1 051 658. 60 元;1996 年 9 月 10 日发布《全国绿化

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保护古树名木工作的实施

方案”的通知》(全绿字〔1996〕7 号),截至目前,“将

军树”日常养护管理和复壮管理及宣传监测的实际

投入累计 3 800. 00 元,“将军树”调整价值加日常养

护管理实际投入就是其综合价值,因此,“将军树”
综合价值为 1 055 458. 60 元。
2. 3 损失价值评估

根据现地调查,“将军树” 的树干皮层、全部根

系均未受伤,仅占整个树冠 1. 00%的北面下部主枝

由于轻微病虫害的影响而受伤,“将军树”价值降低

比例为 1. 00%,通过公式(3)计算可知,“将军树”损

失价值为 10 554. 59 元。
2. 4 实存价值评估

树木实存价值就是树木的综合价值减去其价值

损失量,通过公式(4)计算可知,“将军树”实存价值

为 1 044 904. 01 元。

3 结论与讨论

　 　 1)“将军树”基本价值为 5 216. 56 元,调整价值为

1 051 658. 60 元,日常养护管理实际投入为 3 800. 00
元,综合价值为 1 055 458. 60 元。

2)“将军树”损失价值为 10 554. 59 元,实存价

值为 1 044 904. 01 元。
由于目前国内外关于单株名木价值评估的研究

较少,对于名木“将军树”的遗产价值、存在价值和

选择价值等无显著实物形式的无形、不可量化的非

使用价值评估,参照宋军卫[4] 、王碧云[6] 、李记[11] 、
王继程[13] 、杨韫嘉[14] 等古树价值评估中采用的先

定性、再分级、后赋值、转量化方法,如根据树木所在

区域文物保护单位等级进行树木历史价值系数调

整,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或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调
整系数为 5. 0;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或在全省有较高

知名度,调整系数为 4. 0;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或在全

市有较高知名度,调整系数为 3. 0;县级文物保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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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或在全县有较高知名度,调整系数为 2. 0;未在各

级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或知名度较小,调整系数为

1. 0;受主观认知侧重性、程度性的差异影响,分级赋

值是否合理还需进一步探究,可否设置为 0. 2 或

0. 5 或其他差别,而不是生硬的 1. 0 差别
 [11-14] 。 又

如树木的景观美学调整系数是根据树木的姿态美

(奇特程度、优美程度、吸引力和惊叹程度)、色彩美

(花期和果期长短、叶色鲜明程度、季相变化程度)、
意境美(意境强烈程度)进行调整,分为很好、较好

和一般类别,很大程度是基于主观直觉判断[4-6] ,还
需进一步细化,因此,单株名木价值的科学合理评估

还需深入探究。 同时,受资源监测经费不足、专业技

术人才缺失等因素影响,“将军树”不能实现连续的

周期性监测,不能反映其日常生理生化动态变化,也
不能对其生长环境进行跟踪监测,为了更好地保护

管理“将军树”,应加大名木资源保护管理投资,强
化专业人员技术培训,健全保护管理专职机构,建立

异常情况报告机制和养护复壮综合管理,定期开展

资源普查和生长环境监测工作[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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