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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对林业资源加以合理利用和保护，是维持生态环境平

衡的重要途径，推动林业种植工程的稳步发展是践行可持续发

展理念的重要体现。扩大林业种植面积，丰富幼林树苗种植种

类，能够有效提高林业树木产量，推动林业种植技术的发展。要

优化林区幼苗生长结构、控制幼苗株数分布密度等，培育品质优

良的幼苗树种，并重视提高幼苗成活率，推动林业种植工程的可

持续发展。在森林培育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培育方法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优化调整，这样才能发挥出森林培养工作的环境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森林抚育间伐工作可以有效保证林木

质量，而且在扩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优化了生态环境，提高了物种

的丰富程度。作为一项长期性工作，森林培育工作要在开展的过

程中不断解决问题，保证森林培育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1 林业种植工程的重要作用

林业种植工程在生态环境改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具体如下：减少二氧化碳危害与影响。温室效应是环境污染中的

重要问题。温室效应会引起全球温度升高，两极冰川融化。二氧

化碳大量排放，是造成温室效应的重要原因。若想要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或将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可通过林业工

程方式进行林木建设工作。尽量减少酸雨。酸雨会对生态环境产

生严重影响，通过林业种植，可以控制大气中含酸量，并吸收大

气中的酸性物质，改善生态环境。避免水土流失。林业种植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预防洪水灾害，实现对水土流失的有效防治。在发

生洪水灾害时，树木能够将土壤与洪水隔离，避免洪水渗漏。与

此同时，还可实现对水分的吸收与排放，降低洪水危害。林业树

木相较于灌木，对土壤有更强的稳固能力，树木落叶可以滋润土

壤，提供树木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

2 幼林抚育技术基本要求

幼林抚育技术需遵循 2 点工作原则。一是始终要以绿色发

展生态理念作为指导思想。不能为追求较高的幼苗成活率而忽

视对幼苗成活质量的要求，幼林抚育技术包含多方面内容，要按

照幼苗实际生长现状，在技术抚育过程中采取综合性的抚育技

术，及时解决幼苗生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二是在林业种植

过程中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每个地区因地形环境、水文条

件、土壤条件等差异，幼苗种子品种都会有所不同，各林区要选

择适合当地生长环境的幼苗种子，才能为幼苗抚育提供较为稳

定的生长环境，便于有序开展各项幼林抚育技术工作。

3 林业种植工程中幼林抚育技术要点

3.1 抚育工序要点

加强作业道路修建。对于规划设计的抚育间伐小班，若无法

对乡村公路及原有人行道路进行合理应用，工作人员要结合实

际情况，做好便道修建工作，为后续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做好割灌除草工作。清除树木根部周围 1m 范围内的灌木、

杂草等，同时将过密的萌芽条、灌丛等清除，具体割除标准以保

证行人正常通行作为重点。

落实修枝工作。修枝时，需修剪保留木的枯死枝干、下部位

置过密的树枝。对马尾松进行修枝可以采用留桩法修枝方式。

做好采伐木选定标记工作。针对拟生长伐与卫生伐小班，林

业技术人员需根据具体设计做好采伐木选定工作，并使用红油

漆进行标记，最后对选定木进行采伐。

加强作业区清理。针对抚育间伐的剩余物，要做好打捆处理

工作，并将其运输到林外。若为松材线虫病疫木，可以采取松材

线虫疫病防控方式，合理应用除治方案。与此同时，还要将其运

输到林外指定位置进行焚烧，禁止将其作为木材使用，或打捆供

农民作为烧材。

3.2 除草松土

除草松土是幼林土壤环境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林业技术

人员要清除生长在幼苗周围的杂草、灌木丛等，对土壤表层进行

翻土，确保土质松软，帮助土壤内层与表层之间进行空气、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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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流通，为幼苗根茎汲取土壤养分提供便利。在开展除草松土

时，要保留草木部分根茎，禁止将杂草、灌木丛根茎一同清除，用

力过猛会破坏土壤结构稳定性，影响幼苗根茎在土壤中的生长

情况。保留杂草根茎，可确保幼苗生长水分，同时重新生长出的

杂草可以为发芽的幼苗种子遮蔽阳光；二是在除草后根据幼林

地对于肥料使用的相关规定，选择一部分割除的杂草埋进幼苗

生长土壤中，用于提供幼苗生长所需养分；在松土过程中要注意

翻土力度，根据每个片区土壤松软度采取合理的翻土作业，严格

把握土壤松土频次，避免土壤层过于松软，导致水土流失。在除

草过程中注意保护珍贵类乔木、灌木等树种，要准确分辨出树木

种类并进行除草作业。

3.3 割灌和人工修剪技术

修剪枝干时要将影响幼苗枝干茎叶健康生长的坏死枝条剪

掉，减少养分流失，同时为幼林提供更广泛的生长空间，保证健

康枝干茎叶能够充分进行光合作用。林区中会有部分土壤层不

适合进行除草松土作业，可运用割灌技术、人工修剪技术清除杂

草。幼苗修剪主要包括平茬、除蘖、抹芽、修枝等内容。平茬技术

应用于幼苗生长冬季、早春时期，修剪幼苗植株顶部少量枝叶，

为幼苗枝叶横向生长提供足够的空间，同时促进幼苗根部健康

生长。除蘖是清除幼苗萌蘖，可以有效确保幼苗主要枝干部位吸

收养分。抹芽时清除幼苗植株高度 2/3 以下的嫩芽部分，确保幼

苗主要枝干部分生长的直立性，并加快主要枝干生长速度。修枝主

要在每年晚冬或早春进行，将部分出现病虫害、坏死的枝条清除。

3.4 土壤翻松

土壤肥力水平对森林生长质量起着关键作用。在种植树木

之前，应根据树木的生长要求对土壤环境进行深度松土，一般深

度应控制在 25 至 40 厘米之间，为树木的生长提供更好的自然

环境；在幼苗生长过程中，为了保证花卉、植物和树木的根部能

够呼吸，需要对过于坚实的土层进行适当的翻土，以防止土壤渗

透性降低和根茎退化，导致幼苗的存活率相对较低。注意严格控

制翻土时间和翻土压力强度。翻土坚实，无法达到预期使用价

值，危及绿化苗木生长；由于土壤过于疏松，持续降雨，树木的根

和茎无法快速铺设。会有裂缝。

3.5 修剪和整形

修剪整形主要针对自然通风实际效果受阻的林分，可以提

高树木的生长速度，进一步保证树木的生长质量和生长效率。一

般情况下，在 11 月至 12 月或 1 月至 2 月对树木进行修剪，以提

高树木的透气性和透光率，确保绿色幼苗能够消化和吸收更多

的阳光，促进幼苗根部的生长发育，确保幼苗的生长质量。修剪

时间一般在 2 月或 10 月，对枯萎的树木或有病虫害的树木进行

修剪，以减少树干被雪和风轻轻吹的危害，进一步达到预防病虫

害和提高幼苗营养传播的效果。具体步骤通常以人工工作的形

式进行。在保证树木数量的前提下，调整林分的相对密度。幼林

的修剪相对高度一般不超过树高的 1/3，中龄林的修剪高度不超

过树高度的 1/2。去除分蘖的目的是防止分蘖消化和吸收过多的

主茎营养成分。去除万润可以保证主茎的健康生长。去除芽的位

置通常低于树高的 2/3，以确保绿色幼苗的健康生长。

3.6 抚育间伐要点

通常情况下，透光伐在幼龄林阶段中应用，会将其应用在天

然林高大草本植物清除、灌木清除、藤蔓清除等环节中，主要目

的是对树种组成及林分密度作出调整。在人工纯林中，需清除过

密林木、质量较低林木及不具备培育前途的林木。

生长伐通常会在中龄林中展开，主要目的是对林分密度进

行调整，并将过密林木及生长不良林木及时伐除，使得优良林木

可以加快生长，提升林分质量。在伐木过程中，要合理利用弯把

锯，将伐桩高度控制在 10mm 以内，并有效控制树倒方向，尽量

避免或减少对保留木的伤害。在完成上述工作后，要及时将抚育

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清除。

为更好地清除森林中的病弱植株，可采用卫生伐抚育方式，

通常情况下在病虫害林分、风倒林分、森林火灾林分中应用。将

已经受害的林木及时伐除。若在林区中出现马尾松松线虫病害

林木，要做到发现一株、去除一株，严格按照规定标准做好整株

清除工作，及时将疫木清除到林外并运输到指定地点焚烧。针对

其树根部位，要做好喷药杀虫处理工作，为其他树木生长创造良

好条件，从而创造更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3.7 补植与保护技术

林业种植技术人员要根据幼苗成活率进行幼苗补植与保

护。若幼林成活率低于 40%，需对幼林进行补植作业，若低于

20%，需重新分析幼林抚育技术问题，找出对应的解决方法，必要

时需重新种植造林。在幼林保护方面，要安排林区巡查执法队伍

进行定期巡查，并密切关注每日来往林区的人员，必要时采取封

山措施。要关注林区内动物活动轨迹，在幼林周围增设保护性设

备，避免动物误闯林地破坏幼林。

3.8 重点开展森林抚育间伐技术研发工作

为了避免森林抚育间伐理论知识缺失带来的不便，有关部

门需要加大森林抚育间伐工作的研究力度，保证森林抚育间伐

对策的合理性，提高工作效率。一是适度开发试验林区。依据现

阶段森林培育工作的状况，相关人员可深入试验林区进行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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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项目。在进行试验时做好数据的统计工作，为后续的总结研

究奠定基础。最终将研究结果同当地森林抚育间伐工作的开展

状况结合起来，以指导后续的树木培育工作。二是局部试验法。

合理利用试验林中的不同树种，进行分类和分区培育。同时，根

据树种的生长条件以及地区特点，进一步改进森林抚育间伐工

作，深入分析研究抚育间伐工作的品种和间隔及时间，制定出最

科学、最合理的抚育间伐对策，作为森林培育人员开展抚育间伐

工作的理论依据。最终，通过试验林区抚育间伐工作的经验总

结，得到最为合理并且高效的森林抚育间伐措施，从而指导各地

区的抚育间伐工作，促进森林培育工作的高效进行。

3.9 加大资金和人力的投入

只有国家及相关部门投入充足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森林抚

育间伐工作才能顺利且有效展开，才能切实提高森林培育工作

质量。一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相关费用的管

理机制，制定资金专用台账，保证资金管理的高效性。为了合理

分配资金，提高资金的利用率，有关部门需要建立培育工作的监

督和审核体制，对用地、树种、培育人员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优

化资金配置，推进森林培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4 提升森林抚育工作质量的具体措施

4.1 加强对森林抚育工作的重视度

为切实加强林场经济效益，让林场工作更加高效、可靠，要

持续优化林场经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针对隐藏风险制定

可行性制度与对策。

4.1.1 从根源上提高职工对森林抚育工作的关注度，使其深

切意识到森林抚育工作在森林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各部门决策

人员都要积极支持森林抚育工作实施，将其置于林场经营第一

地位，并大力发挥其积极价值，使企业相关部门员工深刻关注到

抚育采伐工作的重要性。

4.1.2 要持续加大抚育采伐环节相关资金扶持力度，为保证

森林抚育环节标准性与时效性，要针对林场现实情况制定针对

性抚育计划，邀请专家进场实施现场指导，确保林场基础抚育工

作落实效率与质量，维护林场生态平衡以及生产情况。

4.2 加强森林抚育工作的真实性

森林抚育工作开展基本准则就是实事求是，要确保林场树

木生长和生态要求相一致，保持林场生态平衡，确保林场生物多

样性不受到影响，需要结合林场实际情况设计科学性工作运营

策略，对监督控制工作有效实施加以严格管理，持续提升相关工

作落实力度，充分发挥出森林对社会的基本功能。加强林场树木

生产质量，要结合林场现实种植情况制定针对性森林抚育工作

计划，根据其种植情况开展种植与抚育工作。并且要对关联性管

理制度进行制定。保证森林抚育和林场多方面工作间能够密切

配合，防止发生乱砍滥伐。相关工作可以邀请专业人士进入林区

实施专业指导，若是在现实工作环节发生不良情况要及时调整

并上报，确保工作落实更加高效、安全。

4.3 加强森林抚育工作的技术性

要确保森林抚育环节具备较强技术性，首先要在之前工作

基础上强化对森林抚育工作的监督与管理力度，开展及时的检

测与控制手段。对当前存在的明显不足制定针对性的整改方案，

持续优化当前经营模式。为确保林场森林抚育环节更具科学性

与技术性，要结合林场现实生产情况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

对工作进行指导，定期对林场森林植被生长情况进行检测，确保

森林资源划分具有科学性和基础性依据。在结束森林抚育工作

后要定期进行复查，切实调研林场资源结构，保证林木生长情况

和理想中情况相符。工作期间相关人员要持续优化林木生长情

况，让林场实现高效、稳定运转。

4.4 培养森林培育方向的专业人才

森林培育工作需要专业人才的支持，一个强大且专业的团

队可以提高森林培育工作的效率。专业的森林培育人员可以针

对森林培育工作中的具体情况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促进森林

培育工作的进一步实施。因此，森林管理经营部门要重视人才的

引进及应用。可以对培育人员进行二次筛选和培养，培养出一批

具有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优秀人才，构建起森林培育工作的

专业团队。

结论，为更好地清除森林中的病弱植株，可采用卫生伐抚育

方式，通常情况下在病虫害林分、风倒林分、森林火灾林分中应

用。将已经受害的林木及时伐除。若在林区中出现马尾松松线虫

病害林木，要做到发现一株、去除一株，严格按照规定标准做好

整株清除工作，及时将疫木清除到林外并运输到指定地点焚烧。

针对其树根部位，要做好喷药杀虫处理工作，为其他树木生长创

造良好条件，从而创造更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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