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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林业产业的高速发展，充分落实

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林业产业相关管理人员加大力度

对苗木培育和移植造林技术进行研究，从而确保这类技术可以

充分发挥其优势，促进林业产业的高速发展。

1 林业苗木培育与移植造林技术意义

1.1 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

我国社会发展中，生态文明建设这项任务至关重要，其首要

目标是促进社会与环境共同发展的实现。林业工程建设能构建

相对稳定、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至目标区域内，在保育与可持续

经营该系统的前提下，可助力区域实现健康发展，能为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一定动力。

1.2 净化空气

依托林业工程建设进行森林生态系统的构建，有利于自然

环境的改善，并有效净化空气。处于生长中的树木，在光合作用

的过程中对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进行吸收并释放氧气，在温室效

应的缓解方面发挥一定作用。同时，树木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拦空

气中的悬浮污染物，并实现温度的调节与风速的控制。以我国大

兴安岭地区为例，当地山脉及森林生态系统共同组成的天然屏

障，能对西伯利亚寒流、蒙古寒风产生一定的抵抗作用，这也进

一步证明了森林生态系统在当地自然地理环境中的调节与改善

作用。

1.3 减少自然灾害

首先，建设林业工程可提高区域河流径流量的稳定性。根据

相关数据得知，在森林植被的作用下，自然降落的雨水在一段时

间后会向河流系统转移，从而实现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有效控

制。其次，当地区内有洪水等自然灾害出现时，洪水的冲击在林

业工程的作用下会大幅削减，从而保障地区人们生命财产安全。

最后，林业工程还能有效储存大量水分。干旱季节时，在水分流

失缓解方面也能发挥一定作用，从而避免周边河流湖泊干涸。

2 林业苗木培育技术要点

2.1 土壤选择

土壤土质良好是确保苗木茁壮生长的必要条件，能满足树

木生长中水分与营养物质的需求，并创造具备优良透气与排水

的生长环境。不同地区林业工程涉及着不同的苗木种类要求，而

种类不同的苗木也提出各不一致的土壤要求。例如在杉树培育

中，需选择较强酸性的土壤进行栽植，并控制土壤 pH 值不超过

5；垂柳培育中，则以较强碱性的土壤栽植，控制土壤 pH 值不低

于 8。所以在培育苗木的实际过程中，需以苗木类型为根据做好

种植土壤的合理选择，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同时，土壤选择中

检测安全性至关重要。化工废弃物的影响下，可能会导致土壤中

存在污染物质，苗木培育中采用此类土壤时会造成枯萎甚至死

亡的情况。所以，林业单位应组织专业人员检测土壤安全性及

pH 值，确保用于培育苗木的土壤安全适宜。此外，在土壤选择结

束、育苗作业开始前，需合力展开土地规划作业，平整土地、清除

杂物，以苗木类型为依据施加底肥。播种前 6d，选择 1%～3%硫

酸亚铁溶液，以喷洒的方式对土壤灭菌。若土壤酸碱度与要求不

符合，需采取细石灰与碳酸钙或亚酸亚铁与硫酸铁促进土壤碱

性、酸性的增加。

2.2 精选苗木种子

作为苗木幼苗芯片的种子，蕴含幼苗萌发需求的营养物质

及生长的全部基因，是苗木幼苗生长速度、根系发达程度及主干

粗度等生理指标的决定性因素。故而在挑选苗木种子时，需要综

合多方面因素予以考虑，突出精细化：①以苗木生态环境为依

据，如年降雨量、日照时长、温湿度、昼夜温差、光照强度、主要降

雨季节等，精选苗木种子，保证苗木幼苗生长特性高度匹配生长

环境，夯实种子萌发、整齐出苗与茁壮成长的基础。②以种子品

林业苗木培育及移植造林技术的相关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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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业苗木培育与移植造林这项工程极具系统性、复杂性，其涉及诸多彼此关联和补充的环节，一旦有问题出现在

某一环节上会对整个工程的有序开展构成影响。所以，在林业苗木培育与移植造林中，有必要做到苗木的精心培育和移植造

林时机的精准把握，慎重选择幼苗。在详细分析践行各环节要点的前提下，为林业工程质量提供保障，助力林业工程的稳步建

设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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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为依据，在人工精选、风力筛种、浸泡选种等措施的运用下，挑

选种皮完整、品质优良、千粒重符合标准的种子。③为促进发芽

率的提高，通过热水、温水催芽等方法的运用催芽林木种子。④

针对发芽率不足 7%的秦岭冷杉等种子发芽率极低的林木品种，

需适当增加播种量。⑤营养繁殖，杨柳一类强木，可截取约 5 年

生长期的健壮树木枝条并扦插，截取的枝条需具备合适的粗度、

合理的枝叶与嫩芽数量、水分充足，确保扦插中能分泌促进其生

根的生长素。同时，可结合萘乙酸、吲哚乙酸或吲哚丁酸等植物

激素或化学药剂处理枝条，加快伤口愈合及生根速度。

2.3 设置苗床

设置苗床时，其走向通常以东西向为主，长宽需确保浇灌及

塑料膜覆盖的便利性。以苗木实际培育情况为依据，合理进行苗

床规格的确定。较小粒径的种子，窄床育苗更适宜；适中或较大

粒径的种子，宽床育苗更适宜；针对过大的苗木，应单独进行单

行垄创的设置。育苗床高度需以土壤湿度和含水量为根据加以

确定。苗圃地存在较高湿度时，为避免苗木受湿气影响，苗床可

适当提高；苗圃所处区域干旱少雨时，苗床可适当降低；处于坡

地的苗床，需确保苗床长边与坡地等高线平行。

2.4 播种控制

工作人员在苗木种植工作开展中，应对种植区域地区、水

分、温湿度等内部信息展开深入了解。首先，工作人员要详细调

查播种区域水文地理及天气情况等信息，结合调查结果合理进

行播种计划的制定。调查实践中，工作人员可前往当地气象部门

收集近年来的降雨量及气象变化报告，并作为天气变化情况分

析的参考数据，引入地质勘探方法对播种区域地质信息展开分

析，保证苗木能够健康成长。其次，工作人员在播种实践中需要

对温湿度控制予以重视，遭遇突发性干旱、暴雨等天气时，需以

实际情况为根据合理选择保护苗木幼苗的方式加以处理，如面

对干旱天气时可采取滴灌方式加以应对，促进水资源利用率的

提高，为苗木幼苗成长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该方式长时间使

用会导致幼苗根部发育速度受阻，甚至会引起根须过浅的问题，

故而仅能短时间内采取该方式浇灌。而出现暴雨天气时，工作人

员需要引流处理苗木种植区域积水，以免发生幼苗根部腐烂的

情况。最后，工作人员需对苗木幼苗生长情况定期检查、观察，详

实记录幼苗前期生长状态并保存，提供必要的参考为后续管理

计划的制定使用。

2.5 培育密度

培育密度与苗木枝干粗壮和树木的产量间存在密切的关

系，所以在培育苗木时需以苗木实际情况为根据合理确定培育

密度，控制树苗间距不超过规定范围，促使不同苗木生长需求得

到有效满足。苗木株距和行距通常选择 10cm～20cm、15cm～

70cm 加以控制，具体视培育环境和苗木种类等实际情况决定。苗

木株距与行距会直接影响苗木最终生长状况与产量，过小的培

育密度会降低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单位面积产苗量，且杂草

滋生的可能性更高；过大的培育密度会引起光照不足的情况，造

成苗木细弱，从而影响最终产苗量。

2.6 施肥

种植时需提前做好施肥工作，保证土壤中的营养物质丰富

充足，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确保苗木健康生长。在施肥时需要

遵循相关标准要求，避免出现不当施肥造成苗木生长受阻的情

况。首先，合理施加底肥。底肥包含两种，即有机肥与无机肥，有

机肥有堆肥、厩肥等，无机肥有钾肥、磷肥等。底肥选择有机肥

时，应在保证发酵充分的前提下以 150g/m2 的标准施入土壤，通

常情况下采用堆积发酵较长时间后形成的厩肥，且施肥时需均

匀撒施。苗木处于生长期时，施肥建议首选钾肥，妥善落实土壤

翻耕及水分浇灌量的控制工作后再施肥，能够充分发挥肥料应

有的作用，从而创设更适宜苗木生长的环境条件。

2.7 科学管理

初期培育林业苗木时，其本身不具备较强的自然灾害及病

虫害抵御能力，故而此时需对苗木生长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予以

密切关注，严格落实精细化管理工作。一是做好夏季雨季防涝工

作，苗圃地若形成积水需及时排放。二是做好冬季防冻工作，采

取设置风障或塑料小拱棚的方式促进苗木御寒能力、自然灾害

及风险抵御能力的提高。三是做好苗圃除草工作，在除草时应选

择人工拔除的方式，忌施加化学药物，通过及时除草可规避杂草

争夺苗木水肥的情况，从而保障苗木的健康生长。四是严格防控

病虫害，遵循早发现、早清除、少用药原则，选择清除、集中销毁

的方式对病苗展开清理，避免病害蔓延；选择人工捕捉的方式对

虫害展开防治，避免幼苗受药害。

3 林业移植要点

3.1 确定移植方案

在确定移植方案时，需要综合考虑当地因素，重点关注种子

存活率。具体移植时，需以苗木移植规范为根据对苗木展开细致

的检查。同时，坚持土壤移植，若种子种植基地与绿地间隔较远，

为避免水分流失需选择塑料薄膜对苗木根进行包裹，以苗木生

长需要为根据做好对应种植坑的挖掘，移植时从包裹的薄膜内

取出苗木，在完成移植后及时灌溉、施肥，确保苗木生长中的营

养物质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3.2 适时移栽

林木移植时需做到时间适宜、技术可行，有利于成活率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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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缓苗时间的缩短，并保证苗木能够实现健康生长。具体而言，

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以移植苗木种类为根据，合理选择苗

木定植的时间，通常情况下以春季为主。二是移植时尽量选择树

龄适宜、树皮完整、根系发达、主干笔直且未出现有害生物侵染

的林木幼苗，不仅能为苗木移植后的成活率提供保障，且能减少

经济成本。三是移植林木时，需要妥善保护树根、树皮，而在顺利

移植后需灌溉适量的定值水。

3.3 控制造林规格

综合相关研究成果得知，造林规格同样是影响移植造林效

果的因素之一，故而有必要做好造林规格的妥善控制。幼苗选择

中，需控制苗木胸径约 4cm。小型乔木一类需控制在 40cm 的高

度；大型乔木则需控制在 120cm 左右的高度。同时，需对造林整

体规格展开合理控制。移植苗木的规模与造林规模一般维持 1：

20 的比例，即 100m2 苗圃对应的造林规模大致为 2hm2 土地。

3.4 科学修剪与合理间伐

通过科学合理地修剪与间伐，有利于光照利用有效率的提

高、病虫害扩散的控制及森林火灾的预防，并促进高端林木的培

育。具体而言，可从下述几方面入手：一是及时修剪主干下部 1/3

的侧枝，保证营养物质供应目标为主干；修剪结束后，需及时用

甲基托布津和细胞分裂素进行涂抹，促进伤口迅速愈合，避免苗

木修剪部位侵入病原微生物。二是适当摘除苗木侧芽，为主芽生

长提供保障。三是结合大数据技术、AI 技术等现代化技术的应

用，联合先进的机械设备合理开展林木间伐作业，为森林生态系

统稳定平衡提供保障，促进林木产品供给有效性的提升。

3.5 科学防治病虫害

为促进林木健康生长并为森林生态系统稳定平衡提供保

障，还需科学防治生态林病虫害。首先，采取悬挂昆虫性信息素

诱捕器技术对区域内有无青杨天牛、松毛虫、杨干透翅蛾及美国

白蛾等检疫性害虫存在的情况定期展开监测，一经发现后需尽

快向有关部门上报，并及时拟定、实施合理有效的防治措施。其

次，要加大生物农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及地理信息系统等现代

化技术与大型弥雾机、无人机、病虫害智能检测识别系统等现代

化设备的应用力度，在统筹应用天敌技术、生物技术、物理技术

与化学技术的前提下拟定更具全面性的病虫害防控方案，精准

防治林木生长区域内的病虫害，保障林木健康生长。

3.6 造林技术

①集水造林技术

集水造林技术在培育人工商品林中实现相对广泛的应用。

以集水造林相关技术标准为根据合理开展整地作业，能保证林

地集水功能良好，可实现地表径流渗透量的充分利用，从而使林

木生长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在应用该技术时，多以干旱或半干旱

地区为主，可实现土壤水分不足缺陷的有效弥补，赋予土壤更强

的蓄水保墒能力，从而提高造林苗木成活率并加快其生长速度。

北方地区可有机结合抗旱造林整地技术与集水造林技术，水土

严重流失的地区可结合径流集水法、机械开沟法开垦荒山，坡度

不超过 30°的地区可引入土壤深耕方法并保持 20cm 以上的深

耕；或开挖鱼鳞坑并排列为品字形，在坑内填入表土；或引入大

坑整地法，在阳坡和半阳坡进行长 2.0m、宽 0.8m、深 8.0m 的大坑

并排列为品字形，特别是缓坡区与丘陵区，引入此类整地方法后

有利于土壤保墒能力的提升，改善土壤理化性状，阻碍杂草生

长。

②插条造林技术

插条造林技术常在营建易生根树种人工林中应用，选择树

木一段枝条作为插穗在目标区域直接插条造林。通常情况下，以

1～2 年苗干或枝条作为插穗，柳树等具备较强生根力的树种可

挑选 3 年苗干或枝条。插穗长度以 30～70cm 为宜，参考树种确

定直径，如国槐插条造林时必须达到 1cm 以上的直径。插条造林

时，要细致落实整地作业，确保土壤疏松，不仅能为插条提供便

利，且造林成活率更高。某地区多选择打孔插条造林技术进行杨

树人工造林，挑选头端和尾端直径分别约 5cm、3cm 的枝干，打捆

后用水浸泡 24h 并去除晾干。枝条从苗圃中取出后，情况必要时

需选择 ABT 生根粉加以处理。整地前浇水保墒、深耕施基肥，以

1:3 的株行距比和 3345 株 /hm2 的栽植密度进行栽植。插条时保

持露出地面 2～3cm 的深度，杨树成活期为插条结束后间隔 3

周，且每 13d 需进行 1 次浇水作业，以促进杨树成活率的提高。

综上所述，林业工程中的苗木培育和移植造林是至关重要

的组成，工作人员在各环节中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创造能为林

木健康生长提供保障的环境。以种子种类为根据，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从土壤选择、苗木种子选择、苗床设置、播种控制、培育密

度、施肥及科学管理入手严格开展苗木培育工作，从确定移植方

案、适时移栽、控制造林规格、科学修剪与合理间伐及科学防治

病虫害入手严格开展移植造林工作，促进林木种植造林水平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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