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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树是全球三大速生树种之一，具有高产、生长速度快、种

植产量高的特点，在我国被广泛应用。同时，桉树也可作为自然

生态环境保护中有力的支撑。桉树培栽技术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在培栽过程中，很容易发生病虫害的影响，使桉树不能正常生

长。对此就需要科学合理地运用栽培技术，重视栽培管理以及抚

育等工作。

1 桉树概述

桉树是桃金娘科下桉属、伞房桉属和杯果木属植物的统称，

多为常绿高大乔木，种类繁多，共有 1039 物种(其包括亚种和变

种)，具有生态价值、医学价值以及经济价值等。同时桉树有很多

特点，比如生长快、干形好、病虫害相对较少、适应力强等。桉树

原产于澳洲，在十九世纪时被引入全球各地，被广泛种植与应

用。桉树在全球被广泛引进栽培，与其适应性较强、生长速度快、

产量极高、经济价值高等特点有直接的关系。桉树种植不仅能够

实现林业迅速发展，还能够推动国家绿色发展。据相关数据表

明，目前，截止到 2022 年，世界桉树种植总面积超过 6.6 万平方

千米，其中我国人工种植桉树面积占全球总种植面积的 5%左

右，规模不断扩大，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1]。

2 速生桉树栽培技术

2.1 选种环节

速生桉树栽培的过程中，首先应挑选种苗，同时也是较为重

要的环节，需要综合考虑能够威胁速生桉树正常生长的各种因

素。选择树种前应考虑到种植地域的地质状况以及当地的气候

环境问题，并进行实地考察。在桉树苗冠与根部长出阶段，需要

对其仔细研究，保证树苗在种植区域的生长处于良好状态。在挑

选种苗阶段，如果发现有根系老化或者根部残缺以及生命力不

强的病苗时，应及时进行清理，确保桉树栽培的成活率[2]。

2.2 种植密度原则

速生桉树在种植的过程中，如果种植密度过高，就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其生长状况。因此桉树在设计种植密度时，应按照行

宽株窄的原则，让所有植株都能够接触到充足的光照，有利于促

进光合作用，也能够使树苗之间的生态结构处于最佳状态，为后

期施肥管理中做好铺垫工作。另外，如果土壤肥力出现不均衡情

况，也会阻碍桉树正常生长，因此在种植密度的过程中，一定要

根据土地肥力的实际状况对种植密度做出适宜的调整，确保培

栽能够顺利进行[3]。

2.3 选地与备耕环节

速生桉树的选地环节是能够影响桉树产量的主要原因之

一，其树种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品种不同的桉树对林地海拔的条

件要求也有所差异，考虑到土壤肥力的状况，桉树种植区应尽可

能选择具有良好的排水性能、地势平缓、土层深厚、土壤肥沃疏

松以及灌溉便捷，同时选择背风的低山地带或者丘陵地带为最

佳。林地位置通常应选择相对坡度以及交通便利的区域。除此之

外，在林地种植之前，需要提前对种植区进行病虫除害的处理工

作，以此能够使桉树种植的安全标准得到有效提高，需要在种植

前进行翻修，通常选择为种植前一年 10 月份上下时期对其进行

修山处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需提前向防火部门提交申请，在此

区域范围集中布置防火线，进行审批后，才可实施点火炼山[4]。

2.4 整地方法

在种植桉树的区域范围，通常会出现很多的杂草现象，需及

时将杂草全部进行清理，让桉树幼苗能够正常生长。对于地势环

境过于陡峭的，也需进行杂草清理，并保留出一些空地，这样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出现水土流失等情况。在除草的过程中，应

按照适树适地的原则，让幼苗能够在良好的环境中生长。另外，

可按照种植地坡度大小实际状况采取不同的整地方法，采用块

状、带状整地或直接挖穴，有助于水土保持。或者直接将杂灌砍

伐进行晒干烧毁，并进行深挖翻土，并将树蔸草根捡拾干净进行

风化处理，碎土做床。此外，还应挖好排水沟，确保在种植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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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及时将土壤中过多的水分有效排出。

2.5 杂草清理

为了使桉树能够在适宜的环境中正常生长，满足桉树的生

长需求，需要对其周围的杂草进行清理。在桉树的生长过程中，

应确保除草的规范性，防止其根部受到影响。还需优化其生长环

境，为土壤补充足够的肥力，有助于桉树能够在健康的环境下健

康生长。除此之外，除草工作过程中，还可利用机械、人工等各种

手段，对杂草进行严格控制，同时还需要防止除草过度的情况发

生，确保桉树苗能够健康生长。

2.6 挑选肥料

桉树在生长的过程中，肥料充足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原因之

一。在桉树种植过程中，保证充足的肥料，能够使桉树健康生长

得到有效保障，应对其严加管理，保证桉树能够持续营养充足的

状态。由于桉树的生长速度极快，因此，挑选肥料过程中，应按照

养分充足的标准来挑选，能够确保桉树正常快速生长。除此之

外，如果选择在特殊时期进行集中施肥，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

提高桉树的生长速度。例如，在育苗阶段施肥中可添加适宜的钙

肥，这样能够确保桉树幼苗的健康生长。在施肥中，种植人员需

要对施肥量与施肥具体部位严加掌控，此环节也是极为重要的[5]。

可利用半圆形小沟施肥方法进行避根式施肥，这样能够防止出

现烧苗现象，同时确保肥料的肥力最大化。另外，如土壤中的营

养成分过盛，也会使桉树患病虫害的概率提高，使桉树成活率有

所降低。因此，在施肥过程中，应根据地域气候进行合理施肥，将

土壤与肥料进行融合，再将新土壤将其覆盖。施肥结束后，一旦

发现桉树存在不健康的状况，应及时做出追肥处理，防止因施肥

不当让桉树生长受到影响。

2.7 种植和抚育技术

速生桉树种植在每年的 3 月份与 5 月份左右是最佳的时

期，主要由于在这两个月份中，具有充足的降水量以及适合的温

度，同时雨水能够为树苗提供对其生长有利的养分，有助于为桉

树正常生长做出有力的支撑。种植树苗完成后，在桉树生长过程

中，应对树苗进行清理、追肥、翻土等抚育工作，确保桉树能够处

在良好的环境中生长，同时保障桉树的生长质量以及产量[6]。

3 典型病虫害及防治措施

3.1 虫害防治方法

3.1.1 白蚁虫害

白蚁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虫害，在桉树初期生长过程中，白蚁

会损害桉树的根茎，从而提高桉树的死株概率。首先，白蚁喜甜，

可通过甜物吸引白蚁集中在一起，然后统一进行焚烧，这是较为

常用的一种防治措施。其次，还可将没有种植的树苗放入绿僵菌

药剂中进行浸泡处理，以此来诱导白蚁进行统一灭杀。再者，在

土地备耕完成后，对种植区域范围进行喷药以此来灭杀白蚁。最

后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动物界天生相克的防治措施。比如，可利

用蜘蛛、蜻蜓等，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进行生态灭蚁，可有效防

治白蚁虫害。

3.1.2 蟋蟀虫害

此虫害主要发生在速生桉树的幼苗阶段，幼苗阶段的桉树

根茎很细，并且极为脆弱，对此幼虫时期的蟋蟀也能够损害幼苗

根茎。蟋蟀虫害的扩散会导致种植区域的桉树其成活率大大降

低，促使批量的桉树幼苗出现死株现象，对于防治措施，蟋蟀喜

欢在夜间活动，可通过此特点进行毒饵灭杀。

3.1.3 油桐尺蠖虫害

此虫害是一种暴发性非常强的虫害，也是一种食叶害虫，以

嫩叶和顶芽为食，使桉树无法正常进行光合作用。此害虫发生后

桉树的树叶就会被大面积损害，会大大降低桉树生长的速度。此

害虫扩散极为迅速，通常会形成规模性虫灾。想要阻止油桐尺蠖

的繁衍，将其彻底根除，就必须从根源治理。例如，想要防止此虫

害的发生，应从预防工作做起，及时向此区域实施喷洒白僵菌

粉，以此能够起到有效的预防作用。除此之外，为实现油桐尺蠖

成活率大大降低，可安排相关人员在种植区域进行挖蛹，也可防

止形成虫灾。如果此虫灾已经发生，就必须及时采用菊酯类药剂

进行消杀。

3.1.4 瘿姬小蜂虫害

此虫害具有极强的传播力，并且在防治中会产生一定的困

难，其特点让很多种植人员深受烦恼。瘿姬小蜂会导致桉树枝叶

变形，阻碍桉树树芽的正常生长，使桉树的质量以及产量受到一

定的影响。由于瘿姬小蜂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如果发现植株被瘿

姬小蜂侵入，那么就必须及时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对损坏枝条

实施修剪同时焚烧处理，如果桉树在生长过程中出现虫害，就可

直接对侵害的株根系挖除，避免因防止处理不当而出现反复现

象。因此，必须防止速生桉树林地范围内虫害反复传播现象发生。

3.2 病害防治方法

3.2.1 焦枯病

此病害通常在桉树幼苗阶段发生，属于一种真菌型的病害，

发病后植株上会有白色霉状物，同时出现灰褐色的病斑。这种病

害高发期通常在每年的 6～9 月份之间，因夏季时节降水量较

大，温度较高，这时十分容易出现病害。如果桉树发生病害，会从

植株根部进行侵害，同时其他树苗也会被感染，让病害在桉树周

围逐渐扩散，促使桉树幼苗树叶大面积枯黄，从而造成死株现

象。针对这些特性，应从种植前期开始设置种植密度，将病害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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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控制在其密度的有效范围，对此病害进行有效防治处理。如有

焦枯病发生，需要及时挖除患病幼苗，同时采用石灰粉进行消

毒，以防感染。除此之外，对于此病害的防治工作，种植人员必须

加以重视，确保桉树幼苗的正常生长，这样有利于提高桉树种植

质量以及产量。同时，在种植过程中，可选择抗病害能力极强的

树种，比如赤桉和巨桉等，确保种植区域灌溉系统以及通风系统

能够正常运行。

3.2.2 青枯病病害

青枯病也是一种真菌型病害，此病害具有很长的潜伏期，其

发病原因主要是植株的输导组织被破坏，从而导致桉树出现死

株现象。在发生病害时，其特点是病植株的患处会呈现出暗青色

的色块，且气味难闻，叶片枯落，植株的内部会渐渐呈现黑色，导

致植株根部坏死。在速生桉树生长过程中，一旦形成青枯病，就

会严重影响桉树正常生长，逐渐蔓延形成规模性损害。尤其在种

植前期必须严格挑选树苗，将病苗和坏苗筛查出，避免不良树苗

带来引发病害蔓延的影响。对此，青枯病的前期防治工作不容小

觑。除此之外，在桉树种植前期需要对种植区域进行实地考察，

如果发现此区域曾经种植过木棉、番茄等作物，就不能选择此区

域进行种植，因为青枯病害较容易造成交叉感染现象。如果在种

植的过程中出现青枯病，就必须针对病株实施整体挖除，并进行

焚烧处理，同时采用石灰或硫酸铜等药剂对此区域全面消毒。

3.2.3 灰霉病病害

此病害与焦枯病相似，同为真菌型病害，此病害的高发期通

常在多降水量的春季，同样容易发生在桉树苗阶段。植株在发生

灰霉病时会出现叶柄软烂以及叶片干枯等现象，同时大量灰色

孢子被吸附在病患处。这些状况会使树苗生长受到阻碍，严重时

会直接导致树苗的死株现象。在桉树种植前期，种植人员还应注

重防控灰霉病病害的发生以及对种植密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设

计。同时为林地创造良好的通风条件，控制桉树枝叶上的水分，

防止灰霉病暴发而出现病害蔓延现象，以此增强春季病害高发

期控制[7]。在病害发生初期就应及时进行有效的处理，有助于灰

霉菌病害能够得到及时根治，可适量喷洒腐霉利或甲基硫菌灵

等药剂进行全面消毒处理。

3.2.4 综合防治病害

速生桉树在种植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环境以及人为运作

的因素，各种不同的病虫害就会出现，使速生桉树能够正常健康

生长。科学有效的防治方法能够快速解决这些突发状况。可采用

针对性的综合防治手段，例如，首先在选种环节的防治工作中，

树苗的挑选工作是极为主要的，对于健康的幼苗在生长以及发

育过程中具备较强的抗病性。包括后期的栽种、灌溉以及施肥等

工作，种植人员都需要严格仔细地落实工作细节，以此更好地为

病虫害防治工作打下基础。

其次，就是应加强对病虫害的勘察工作，想要确保速生桉树

的种植质量以及产量，使利益最大化，就必须设立科学、合理、有

效、完善的病虫害防治系统，及时发现并实施有效的应对措施，

有助于种植林地的迫害降到最小化，防止病虫害的发生或蔓延，

有效实现病虫害的预防和治理。还应重视病虫害防治过程中的

各个环节，才能有效降低病虫害对速生桉树种植的威胁，为速生

桉树打造良好的生长环境。

最后，是树苗抚育防治环节。在桉树的幼苗时期，应对种植

区域进行绿肥种植，有助于土壤能够一直保持湿润状态，并且能

够确保桉树在生长中有充足的空间及光照。应定时对种植区域

的杂草杂灌进行清理，保持土壤疏松，尤其重视防止绿植与桉树

争抢肥力的现象。一旦发生病虫害，必须对发病区域进行全面消

毒，以上方法能够从根源上加强种植区域的抗病虫害能力，使桉

树树苗的健康生长得到一定的保障。此外，种植前期必须合理设

计种植密度，此环节是防止病虫害迅速扩散的有效方法。

4 结束语

桉树是全球三大速生树种之一，在国内外都是较为关注的

种植项目。速生桉树因其优异的特性成为我国的重点种植对象。

速生桉树栽培技术的实施直接影响速生桉树的质量以及产量。

在桉树种植过程中，应采用科学合理的种植技术和方法，并对种

植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全程控制，并有效实施病虫害防治工作，才

能够真正推动桉树种植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稳定

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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