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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林木壮苗生长优势较多，包括生长能力较强、生长速度

较快、抗病虫害能力较高等，造林后较易成活，能显著提高造林

效果。 相较于普通林木种苗，在管理模式相同、环境因素相同、土

壤肥力相同的条件下，林木壮苗产量更高、材质更好，能创造更

高的经济效益。

1 林木良种的壮苗培育发展现状

在我国林业持续发展进程中， 产业结构随着林木良种壮苗

培育工作的开展逐渐得到创新优化， 这为新时期生态环境建设

提供了强大推动力。 而且目前，林木良种规模化壮苗培育产业处

于快速发展态势，经营方式日益多样化，这为我国林业种苗产业

发展带来了促进作用。

2 林木种苗培育分析

优质林木良种通常具备一定特征，包括苗木颜色正、顶芽饱

满、苗梢较直、侧枝生长均匀等，这种苗木往往根茎发达、地径粗

大、主根短直、侧根伸展、须根较多、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比例均

匀，且能实现丰产。 依据树种繁殖形式可将林木育种分为三种方

式，一是无性系选择，这种方式操作简便，能最大化保留树种优

良性能; 二是家系选择， 这种方式需要结合家系平均值筛选育

种;三是家系内筛选，这种方式主要依据家系内个体表型来筛选

育种。

林木育种形式包括两种，其一是单株选择，这种形式在于单

株选择具备优良遗传基因的树木， 选择过程通常会消耗大量时

间，但对树木进行逐一鉴定后获得良种，在后续育种过程不会存

在较多干扰元素，能使育种效果得到增强;其二是混合选择，这

种形式适合应用于林木成熟的情况，无需考虑林木遗传基因，无

需对林木良种逐一进行鉴定， 但较易出现亲子代关系不清的问

题，尽管能提高育种效果，但林木良种往往不具备较高的改良能

力。

林木良种培育主要包括两种繁育形式，其一是有性繁殖，这

种形式为种子繁殖，繁殖过程较为复杂，所需成本较高，但能显

著提高林木对培育环境的适应能力;其二是无性繁殖，这种形式

为营养繁殖，主要基于扦插技术来培育组织，无需亲代授粉，直

接通过母代林木培育子代，可充分保留亲代林木的优良性能，获

得更为优质的林木品种[1]。

3林木良种的壮苗培育技术

3.1种子处理

在种子选择过程中，应优先选择能良好适应当地自然环境、

气候条件的林木种子，并选择树干笔直、材质优良、生长健壮、不

存在病虫害现象且树龄超过 20 年的树木作为母树。 同时，应把

控采种时间，确保所获得的种子成熟饱满、质量优质。 通常情况

下，杨树、柳树等树木种实在春季末期成熟;杏树、桑树等树木种

实在夏季初期成熟;榆树的种实在春季末期、夏季初期成熟，而

大部分树木种实在秋季成熟。

完成采种后，应对种子予以处理。 首先，净种。 采用风选、水

选、粒选、筛选方式将种子中的夹杂物去除，完成净种去杂，进而

适当干燥处理纯净种子，降低种子含水量，使种子内部水分仅可

维持种子生命活动需要即可，以保持种子生命力，待干燥后，结

合种子特性选择适当的方法贮藏种子， 保证种子品质优良。 其

次，催芽。 在播种开始前进行催芽。 由于不同树木种子具有不同

的性质，所以应采用不同的催芽方法。 部分树种种皮较为坚硬，

水分渗入难度较大，可应用浸种方式处理种子。 比如，油松、杉

木、落叶松以及马尾松等树木的种子，可运用温水浸泡 3～5d;刺

槐、皂角等树木的种子，需要通过开水烫种，将种子倒入开水中，

并在倒入的过程中进行搅拌。 而部分树种则要经过短时间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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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藏处理，如枫杨、白蜡等树木的种子，以便加快种子的发芽出

土速度。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 种子催芽处理应密切配合种子播

种，以免尚未到达种子播种时期但种子已出芽完成，也避免已到

种子播种时期但种子尚未萌动[2]。

3.2科学整地

在圃地的选择过程中， 应选择地势相对开阔平坦且交通便

利、灌溉便利的位置，并保证所选位置土质以砂壤土、壤土、轻黏

壤土为主且土质疏松、肥沃、深厚，如果土质为黏土、砂土或盐碱

土，则不可选为苗圃地。 同时，避免所选圃地的地下水位高度过

高，防止树木根系被地下水淹没，导致根系腐烂;确保圃地具备

充足光照且空气流通良好，而低洼地、林地以及种植多年茄子、

马铃薯、白菜等农作物的地块都不适宜选为圃地。

完成圃地选择后，应进行整地，开展培育壮苗的基础工作。

针对育苗圃地，要在深耕后施入足够底肥，以使土壤性质得到改

善，保证土壤肥力。 同时，要对圃地进行整平处理，耙碎土块，清

除杂物，如草根、石块等。 深耕作业可在秋季开展，深度控制在

30cm，进而耙平并镇压，依据耕作需求施加足量基肥。 待圃地整

理结束后，可结合苗木特性，并在分析当地环境气候、地质条件

的基础上起垄。 此外，在播种开始前，应利用福尔阿林、代森铵、

波尔多液以及多菌灵等药剂来消毒土壤， 以达到预防病虫害现

象发生的目的。

3.3适时播种

早期播种是壮苗培育、确保苗木早期出圃的关键手段，这种

方式不仅能为苗木提供较长的生长时间， 还能加强苗木的抗旱

能力，使苗木具备较高的抗病性。 通常情况下，北部地区播种时

间为 3～4 月， 但不同树种的播种时间应结合种子生长需求而

定，需要综合考虑土壤水分条件和地温等因素。 对于春季存在干

旱或多雨现象的地区，可采取秋播方式，并强化越冬管理。 此外，

在播种环节还要注重细致播种，合理控制播种量、留苗量，以确

保幼苗快速、整齐出土且疏密均匀、发育良好，进而使产量得到

提高[3]。

针对松类、泡桐、杉类等小粒种子，通常选择苗床育苗方式;

针对桃、杏、核桃等大粒种子，往往选择大田育苗方式，直接在整

理后的土地上开沟播种， 或以起垄形式播种。 在播种小粒种子

时， 可采用散播方法， 而其他树种可应用条播方法。 此外， 应

用大田育苗和条播育苗方式， 有利于开展机械化操作， 能提高

中耕除草的便利性， 且苗木生长状况良好。 但需要注意的是，播

种过程中要保证均匀性，以种子 2～3 倍左右为标准控制覆土厚

度。 如果所在地区较为干旱，在播种之前应浇灌充足水量，并待

播种完成后镇压，以使种子密切接触土壤，进而继续灌水、覆土

和镇压。

播种过程中，可适当地在圃地上密播，特别是圃地土质条件

较差、种子质量相对较低、所在地存在不良气候的情况下，应适

当增加播种量。 待幼苗出齐后，应结合不同树种的苗木质量要求

进行间苗处理，确保苗木生长均匀，控制苗木疏密程度，为苗木

创设良好生长环境。 间苗处理通常需要开展两次，一是在多数苗

木出土后处理间苗，二是在叶片重叠较多时处理间苗，防止对苗

木生长造成影响。同时，对于苗木稀疏的位置，应及时补苗。补苗

时间不可过早或过晚，且补苗过程中应带宿土，待补苗完成后立

即灌水，补苗可与间苗处理相结合。 此外，在保证苗木规格达到

一定程度的前提下，为提高苗木产量，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应

尽可能多地留苗。 在移栽苗木时，应以苗木胸径尺寸为依据，对

苗木栽植密度予以严格控制，避免过密或过疏，通过合理控制种

植密度，实现优质壮苗的培养。

3.4苗期管护

第一，施肥管理。 在苗木生长过程中，施肥管理的目的在于

为苗木提供生长必需的养料，并优化土壤理化性质。 首先，在整

地环节，应施入基肥，充分混合肥料和土壤，保证肥效有效发挥。

施肥时应注意，应以基肥为主，进而通过追肥加以辅助。 在苗木

生长旺期，应合理施入氮肥，为苗木生长提供养分支持。 在苗木

生长末期，应合理施入钾肥和磷肥，以加快苗木木质化。 其次，要

合理追肥。追肥时以频施、少施、点施为原则。在追肥过程中可采

用液态浇灌法，并对用量和浓度予以严格控制。 通常情况下，需

要控制硫酸铵水溶液浓度，使其低于 1%;需要控制硝酸铵水溶

液和尿素溶液浓度，使其低于 0.5%。最后，待完成追肥，要立即洒

水来清洗叶面。 此外，在苗期应把控追肥时间，北方地区苗木追

肥最晚不可超过 7 月下旬，以免出现苗木陡长现象，防止苗木冻

害问题发生

[4]。

第二，杂草管理。 苗期应注重杂草清理，并以尽早清除、尽小

清除、清除彻底为原则。 相对而言，在降雨后、土壤湿润度适中的

情况下，适宜开展除草工作。 一方面，在整地环节应清除土壤中

的草根;另一方面，在沤肥环节应清除草籽。 同时，强化管理苗木

圃地，将其中存在的杂草应用人工、物理、化学等措施进行及时

清除。

第三，及时松土。 在杂草清除、土壤灌溉、雨后追肥等环节可

同时开展松土处理。 在松土过程中，应结合苗木生长状况和根系

发育程度， 以先浅后深的方式进行， 行间松土深度要在 6cm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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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遮阴处理。 针对降雨量较少、环境较为干旱、日照程度

较强的地区，应注重采取遮阴措施。 通常来讲，遮阴方式以搭建

遮阴棚、插遮阴枝为主，必要时也可采用间种遮阴作物的方式。

此外，对部分可能受到日灼危害的树种，应在其幼苗期、生根期

就及时进行遮阴处理。

第五，灌溉排水管理。 为保证苗木健壮生长，应为苗木提供

充足的水分。 在灌溉时，应结合天气情况、土壤条件以及苗木生

长状况控制灌溉时间和灌溉量。 同时，在苗木生长过程中，应对

土壤墒情予以关注，以保证灌透水。 对于紫穗槐、刺槐以及白蜡

等具备较强耐寒能力的树种，可适当降低灌溉次数。 此外，苗木

圃地应注重排水管理，尤其是雨季较多、降水量较大的地区，应

在苗木圃地内部修建水沟， 以免积水严重， 使苗木出现病害现

象。

3.5病虫害防治

在林木良种壮苗培育过程中，难免出现病虫害现象，所以应

加大对病虫害的防治力度，坚持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综合防

治的原则开展防治工作。 结合病虫害类型，合理选择物理防治技

术，包括人工捕杀、振落捕杀、黑光灯诱杀等;合理选择化学防治

技术，如喷施化学药剂;合理选择生物防治技术，如引入害虫天

敌。 结合使用不同的防治技术，强化病虫害防治效果。 本文主要

针对常见病虫害现象进行讲解。

首先，在防治立枯病时，应从圃地选择环节入手，优先选择

地势较为平坦、 疏松肥沃且具备良好排水性能的砂壤地开展育

苗工作。 同时，在整地过程中，应施入足量底肥，对种子进行精心

挑选，并把控播种时间，采取轮作换茬方式，保证圃地环境清洁，

以此为苗木生长创设良好条件，保障苗木健壮，提高苗木抵抗能

力。 此外，在播种开始前，注重消毒土壤，消毒时可利用硫酸亚

铁、 多菌灵药剂等。 一旦发现幼苗出现立枯病症状， 应以

300～500 倍液为标准对浓度为 25%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进行稀

释后， 向染病幼苗喷施， 大概间隔 10 天喷施一次， 连续喷施 3

次左右

[5]。

其次，在防治白粉病时，应以 500～700 倍液为标准，将 1%

波尔多特、0.3%波美度石硫合剂进行稀释后， 向染病幼苗喷施，

大概间隔 15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 3次左右。

最后，在防治地下害虫时，包括蛴螬、金针虫、地老虎等，可

利用加入敌百虫剂的豆饼、谷子、鲜草等食料，对害虫进行诱杀;

也可利用 50%敌敌畏乳油 1500～2000 倍液进行喷施，以实现对

害虫的有效防治。

3.6灾害性天气防控

在林木良种木质化之前， 如果环境温度在短期内快速下降

至零下，可致使苗木死亡，这种现象便是众所周知的霜冻。 霜冻

通常出现在稳定天气条件下，比如，云少风小、天气晴朗等。 在苗

木速生后期，往往较易出现早霜问题，此时可合理施入磷肥和钾

肥，以使苗木陡长现象得到改善，帮助苗木提高抗寒能力。 同时，

也可在苗木表层喷洒波尔多液，以形成保护层，防止苗木遭受霜

冻危害。 针对晚霜问题，应结合环境天气、苗木生长状况和苗木

生长规律，采取熏烟方式进行处理。 在预测晚霜出现可能性较大

的夜晚，选择上风位置，在苗木圃地放置半干柴草，并当天气温

度降低至 0℃左右时，将柴草点燃，保证育苗地被烟雾覆盖，进而

通过潜热释放，对地温予以控制，随着温度的不断上涨，可有效

减少晚霜带来的危害。 此外，在苗木生长过程中，也要注重预防

恶劣天气的影响，包括冰雹、暴雨等。 暴雨天气通常会在短时间

内形成较大降雨量，且暴雨会突然开始和停止，具有降雨倾盆的

特点， 能使苗木圃地快速出现大量积水， 较易导致水土流失问

题，如果暴雨发生在林区，还有引发山洪的可能，会直接冲毁苗

木圃地。 所以，针对常出现暴雨天气的地区，应在圃地周围挖设

排洪沟，对天气情况予以实时监控，采取基础防御措施，并定期

养护维修苗床。 在苗木生长中，日灼危害性也较大。 日灼主要是

由于天气温度过高、日照过于强烈而使苗木灼伤的现象，较易造

成叶片焦枯，为防止日灼危害，应适时进行喷水养护，并采取合

适的遮阴方式，对地表温度予以合理控制。

在林业生态建设中，林木种苗生产属于基础工作，通过提高

工作效果， 可为林业经济发展带来强大推动力。 应从多维度入

手，深入探究林木良种壮苗培育技术的有效应用，采取适当的措

施解决林木种苗培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增强林木良种培育效

果，以促进我国林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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