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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絮杨树相较于传统杨树，具有危害性小、资源利用价值高

等特点。传统品种的杨树在初夏进行种子成熟传播，飘扬的飞絮

造成生态安全问题。杨絮通过风进入人的眼睛、鼻子、嘴巴中，对

人身体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其生长周期较长，资源利用价值较

低，随着育种技术的创新应用，无絮杨树的发展趋势将会持续加

强。

1无絮杨树的发展前景分析

无絮杨树不仅与我国生态保护理念相契合，还能有效提升

国民经济水平，为社会建设发展作出贡献，例如，由于无絮杨树

的苗木成活率高，成林速度快，其生长周期较短，繁殖能力较强。

我国对木材的使用量巨大，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家装、筷子与纸的

使用。通过对树木的加工生产和合理使用，为市场持续供应原材

料，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无絮杨树育苗技术的

发展有利于应对自然灾害[1]。我国南方地区经常遭受泥石流与洪

水的威胁，而西北地区经常出现沙尘暴。通过无絮杨树育苗技术

的创新与应用，为南方地区洪水、泥石流频发地进行无絮杨树种

植，能有效固定水土，减少泥石流灾害的发生。而西北地区应用

无絮杨树育苗技术，成林的杨树是防风固沙的保护屏障，为我国

部分地区应对自然灾害提供技术支撑。

2无絮杨树育苗技术要点

2.1 土壤选择

无絮杨树的育苗对土壤有着较高的要求，育苗技术团队根

据当地的自然环境与气候特点选择适合栽培的土壤，并对土壤

进行改良处理，使其满足无絮杨树的育苗要求。例如，在淮北无

絮杨树育苗地区，结合当地土壤的性状，对种植土壤进行选择。

无絮杨树栽培种植人员对土壤进行选择，由于该地区土壤较为

肥沃，无絮杨树生长空间充足，阳光的吸收效果也较好，将其作

为主要栽培种植区域。使用大型机械设备进行土壤的翻整，深翻

的深度控制在 20cm 以上，避免土壤中存在越冬虫卵而对无絮杨

树的种子与根部造成破坏。使用机械设备将大块土壤捣碎，板结

土壤对无絮杨树的种植不利，捣碎后的细化土壤在水分与肥力

的吸收利用上有一定优势。在土壤深翻过程中，施加大量的基

肥，提升土壤肥力。基肥一般采用农家肥，将腐熟的牲畜粪便埋

置在无絮杨树种植地区，促进树种的生长发育。考虑到无絮杨树

生长所需的物质，需要保证无絮杨树生长期间获得充足的养分

与水分，在阳光获取上较为充足，避免出现干旱或水涝灾害而对

无絮杨树造成不利影响[2]。在土壤选择完成后，栽培人员进行土

壤处理，为无絮杨树生长创造有利空间。栽培人员将无絮杨树栽

培土壤进行平整，使用人工或机械设备将大块土壤进行捣碎处

理，使其营养物质被充分吸收。种植人员对土壤进行施肥管理，

提升土壤的肥力，改善土壤的属性，使土壤中的无机盐、水分与

酸碱度满足无絮杨树的生长要求。在技术人员的要求下，进行底

肥与复合化肥的施加，施加周期按照具体的生长态势加以控制。

在无絮杨树栽培前进行充分的深耕处理，深耕的深度要大于

30cm，将土壤内部的不利因素处理掉，经过充分的暴晒，将土壤

的病菌与虫害全部杀死，为无絮杨树育苗提供有利的土壤环境。

2.2 地膜设置

无絮杨树育苗生长需要足够的温度与养分，在育苗期间，土

壤的温度和湿度难以达到栽培要求。在当地林业部门的要求下，

技术团队深入无絮杨树栽培地区进行工作的开展。无絮杨树栽

培人员找到突破口，根据膜下种植技术进行创新，将其地膜设置

技术进行使用，为无絮杨树的育苗栽培提供温度保障。其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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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种植人员需要对栽培区域的杂草进行清

除，为地膜设置提供空间。将土壤进行深耕处理后，土壤得到改

良，肥力得到提升，能有序开展地膜设置工作。第二，地膜设置完

成后，等待土壤积温。地膜的颜色对太阳光照的吸收较为有利，

并能调节温度的释放。例如，该地区只有白天短暂的几小时温度

累积时间。太阳以热辐射的形式向地面传递热量，地膜对太阳热

量进行充分吸收。而夜晚太阳落山后，热辐射消失，大地上的热

量开始向大气层传递，土壤散热效果显著。在地膜的保护下，该

栽培区域的热量损失较小，地膜能有效减少热量的流失，将温度

保留在土壤中，为无絮杨树育苗技术提供有利因素[3]。第三，种植

人员在地膜设置后进行无絮杨树育苗栽培。根据调查显示，设置

地膜的栽培区域有着温度与水分的保证，土壤中的水分扩散效果

较差，以形态转换的形式留在土壤中，增加了土壤的湿度，对无絮杨

树出苗率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例如，设置地膜的栽培区域受到室

外温度变化的影响，土壤中的水分会发生形态变化。气温较高时，土

壤中的水分会扩散，但在地膜的保护下，扩散的水蒸气停留在地膜

中，遇冷后凝华为水滴，实现地膜下土壤水分的循环。

2.3 树种处理

在土壤条件适宜的环境下，对无絮杨树的树种进行选择与

处理，提升树苗的成活率。其主要采取以下方式：第一，树种引进

需要注意与当地生态环境是否匹配，避免出现引进树种无法适

应当地环境的现象。例如，在淮北地区，对引进无絮杨树的品种

进行设计，结合当地环境，将无絮杨 3804 杨树苗、美洲黑杨等杨

树树种进行种植。栽培人员将树种进行培育，为其补充充足的水

分，使其发芽率上升，并使用化学药剂进行处理，增加树种的抗

病性，提高树种的存活率。另外，对树苗的质量进行选择。根据经

验种植人员选用一年生的无絮杨树苗干进行应用，将其作为种

条对杨树生长有着积极作用。种条的合理选择能提高无絮杨树

树苗的成活率，一年生的种条在生长能力与抗病性上有着较大

优势，对营养物质与水分的吸收利用效果较好。第二，对选择的

种条进行抽样检测，为了解无絮杨树种条选择的整体质量，保证

无絮杨树育苗工作的稳定开展。对选择的种条进行抽样检查，这

种方法较为科学，使用效果较好。种植人员将种条选择的标准落

实到位，将木质化效果较好、没有病虫害的苗干作为种苗。采用

常用的方式进行病虫害检测，根据无絮杨树的生长发育时间进

行种条的采集工作。在初春时节，种植人员对苗木进行挑选，将

生长发育健康的苗木选为种条。抽样检查后进行种条处理，将苗

木的下部进行清水浸泡，使其获得充足的水分补充，为无絮杨树

的栽培技术发展提供基础。第三，对种条进行抽穗截制，主要是

利用杨树生长的特性，避免其他部分的生长对无絮杨树整体造

成影响。根据种条发育的状况，将抽穗的枝节截断，使其营养利

用减少，为种条生长发育提供营养物质与水分。一般截断枝条的

长度为 18cm 左右，且直径长约 1.5cm，对穗期枝条的发芽数进行

控制[4]。将种条的处理工作不断优化，使其发芽数在理想范围内，

苗木生长发育得较为整齐，对无絮杨树的育苗栽培工作起到重

要保障。

2.4 扦插设计

扦插设计是无絮杨树育苗技术的重要内容，对技术的应用

与创新有着积极意义。对此，栽培技术团队根据当地情况与前期

的育苗准备，为栽培人员提供参考建议。在种条扦插时间设计

中，考虑当地的气候特点与温度差异。经过调查将扦插的时间设

置在每年的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之间，此时当地开始出现春雨。

无絮杨树栽培人员选择一段持续时间较长、雨量较为丰沛的时

间进行扦插种植。充足的雨水为扦插种条提供了有利的生长因

素。而部分地区春季较干旱，并有着“春雨贵如油”的民间说法，

因此，将扦插设计时间进行提前，在冬季进行扦插设计，做好保

温，提高无絮杨树苗的成活率。栽培人员在扦插前对插穗进行处

理，为其补充水分，对其生根有着积极影响。例如，在淮北地区进

行扦插设计时，将无絮杨树的种条进行处理，为其补充水分。将

株行距设置为 50cm，株距设置为 30cm。在扦插前进行详细计算，

为无絮杨树的购置数量提供理论参考。一般采用直插的方法，将

插穗直插入地膜之中，用土将插破的地膜进行覆盖。扦插密度设

计是提高无絮杨树存活率的重要方法，对此，扦插种植技术人员

对扦插密度进行合理设计，计算其生长高度与病虫害滋生的条

件，通过合理控制，使无絮杨树健康生长。在扦插过程中，工作人

员采用直插的方式进行，并对插穗的生长情况进行观察，将芽孢

受损或生长不利的部位进行剪掉，为其他生长健康的芽苗提供

营养物质与水分[5]。

3 无絮杨树的管理措施

3.1 水分管理

无絮杨树苗栽培全过程都需要工作人员进行水分的控制与

管理，在早期的土壤选择与处理时，需要及时补充水分，改善土

壤的性状。例如，在某地选择栽培土壤后，工作人员将翻整的土

壤进行晾晒。在缺少自然降雨的情况下，需要人工进行补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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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的地膜设置提供基础保障。将水分补充到位后进行地膜设

置，在此过程中，栽培人员依然要进行日常的补水工作，对土壤

水分进行管理。在保证土壤湿润的前提下，避免出现水分流失带

走土壤营养物质与无机盐的现象发生。工作人员采用滴灌技术

进行土壤的补水，为无絮杨树苗提供水分。将滴灌管道铺设完成

后，工作人员的日常水分管理工作就能得到减轻，滴灌技术有着

节约水分、避免水资源浪费的作用。在地膜底部的滴灌管道，在

夏季高温时，水分蒸发较快，水蒸气无法透过地膜向大气中蒸

发。在夜晚温度下降后，蒸发在地膜中的水蒸气将会冷凝成为

水滴，贴在地膜表面，在重力作用下流向土壤中，为土壤补充

水分[6]。另外，夏季经常出现连续降雨，这使得苗圃的排水工作难

度增加。栽培人员将通过采取人工的方式进行排水，对苗圃进行

管理，对土壤塌陷处进行修补，避免存水量较大，影响无絮杨树的

生长发育。在专业设计人员的安排下，进行明渠与暗渠的建设，对排

水工作有着积极作用。将苗圃间多余的水分排除，避免造成土壤流

失，肥力下降，影响无絮杨树的生长。在苗木扦插时期，工作人员按照

设计要求，对其根部进行充分浸泡。在水中浸泡一周以上的时间后，

进行扦插设计，能有效提升无絮杨树苗的生根率，其根部生长完

整，对土壤中的水分与营养成分吸收效果更好。

3.2 苗圃管理

苗圃管理工作内容较多，且工作的重要性较强，是无絮杨树

栽培技术发展应用的关键。苗圃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无絮杨树苗期管理，工作人员将对苗圃间的杂草进行清

理，避免杂草生长抢占无絮杨树苗的生长环境。通过人工与机械

除草技术进行苗圃的杂草清除，对苗期的无絮杨树干苗进行修

剪，将新长出的侧芽进行处理，避免对苗木的主干生长造成不利

影响。对苗圃种植区域进行松土，使其基肥与复合肥能够充分地

吸收，为无絮杨树苗木的生长提供营养物质。第二，在扦插时期

进行抚育管理，工作人员根据扦插苗木的特点进行分析，对其进

行灌溉与施肥。在得到充足阳光的照射下，苗木的生长速度较

快，基础部位发育全面。工作人员对苗圃管理工作进行科学管

理，在规定时间内对无絮杨树进行透灌[7]。

3.3 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综合防治是无絮杨树管理的重要内容，对杨树的生

长发育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

病害防治。例如，在淮北地区，每年初夏时期，该地区无絮杨树的

生长将会受到病菌的侵袭，严重时会导致苗木的死亡。在无絮杨

树黑斑病防治中，栽培人员配制粉锈宁溶液，与多灵菌溶液对无

絮杨树进行喷洒。使用先进的喷洒设备，将药剂均匀地喷施在无

絮杨树的叶片上。日常对病斑进行观察，发现其症状得到缓解后

可以适当减少剂量。雨水对药剂有不利影响，会稀释药剂的浓

度，对黑斑病的治疗造成阻碍。因此，下雨后要进行药剂的补喷。

对化学药剂的使用效果进行观察，如果防治效果不明显，可以追

加代森锰锌药剂的使用，调整药剂浓度达到有效杀菌的目的[8]。

第二，虫害防治，无絮杨树在生长过程中，虫害对树木健康生长

的影响也较大。象鼻虫对无絮杨树进行啃食，并将幼虫繁殖在无

絮杨树中，使杨树内部结构受到破坏。针对象鼻虫害的发生，可

通过配制速杀丁溶液对象鼻虫进行有效杀除。在无絮杨树生长

时期，配制敌敌畏乳油溶液，将溶液比例控制在 1∶20，进行精准

喷洒，能高效预防象鼻虫虫卵的繁殖。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无絮杨树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为相

关技术创新提供研究方向。同时，根据无絮杨树的技术要点，对

土壤选择、地膜设置、树种处理、扦插设计等方面进行优化。另

外，控制苗圃地的水分与肥料使用量，对病虫害进行综合防治，

为无絮杨树的生长提供有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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