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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种植

近几年，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各地区的林业种植

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对于很多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无法获

取到前沿的科学技术，只能沿用传统的育苗管理。传统育苗模式

下，栽植苗木无法与当地自然条件相适应频频发生，不仅导致苗

木成活率低下，还大大加重了病虫害的发生率，阻碍了林业的进

一步发展。

1现代林业育苗栽培管理的意义

1.1 保障林业稳定发展

高效的林业育苗栽培管理技术能够有效保障苗木的质量，

使林业发展的成本得到有效降低。在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林业

发展不断规模化、产业化，控制育苗成本对于其发展的持续和稳

定有着重要作用。

1.2 促进林业苗木多元化

我国的国土面积辽阔，不同地区的地理状况与气候特点有

所差异，在造林苗木的选择上也有着显著差异。只有苗木品种与

生态环境相适应，才能实现苗木的多元化发展。新型的育苗管理

技术能够对苗木栽培地区的气候、土壤进行系统性的分析研究，

使林业发展的丰富性得到保证，有助于促进林业苗木的多元化。

2林业育苗的前期工作

2.1 选择优质苗圃

想要确保林业育苗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必须要甄选优质的

苗圃。在苗圃的选择上，需要注意以下方面：首先，要对栽种苗木

品种的生长习性进行充分了解，选择能够与该苗木的生长习性

相匹配的种植地点。其次，种植地要土壤肥沃，能够提供足够的

水分和营养，使苗木的生长需求得到满足。再者，苗圃的位置最

好要保证平坦与交通便利，若苗圃的自然条件有限，需要通过人

工方式改良土壤，并且交通便利还有助于苗木与肥料的运输。最

后，对于面积较大的苗圃，需要建立外围防护林来预防部分病虫

害，为苗木的健康生长提供保障。

2.2 挑选苗木品种

在进行苗木品种的选择时，需要通过现代科学的育苗栽培

技术对种植区域的气候、土壤等条件进行综合分析，匹配栽种良

种。以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省忻州市为例，常年干旱少雨的气候

环境使其森林的覆盖率较低，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在进行造林选

种时，需要考虑到种植地的海拔高度以及土层的厚度，例如，对

于海拔 800～1800m 的中厚土层山区，可选择油松、侧柏、云杉和

华山松等针叶树，或者三角枫、五角枫、白桦和山杨等阔叶树。对

于中薄土层的山区，可选择山桃、山杏、黄刺玫和红瑞木等小乔

木及灌木，对于土层厚度在 30cm 以上的山区，则可培育华北落

叶松、胡桃楸、文冠果等品种。同时，相关技术人员需要根据当地

的降水和温度变化，对苗木的培育进行细致的管理，最大程度地

提升苗木的成活率。

2.3 土壤的管理

在选定苗圃后，需要对当地土壤成分进行检查，在充分了解

土壤的酸碱度和营养物质含量后，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土壤管理。

对于砂质型土壤，需要用泥炭土加以改造，使土壤的养分含量更

加充足的同时，改善土壤的含水量。若土壤含碱量较高，则需加

入松林土进行改善。若所选的种植区之前未栽种过苗木，则需在

苗木培育前对土地进行深耕和翻耕。若该区域曾种植过其他苗

木，则需检验土壤的肥力情况，在将残留的苗木根系和垃圾杂物

清理完毕后，要对苗圃土壤进行消毒处理，避免病虫害的残留影

响苗木的质量。

3现代林业育苗技术要点

3.1 种子催芽技术

目前常见的种子催芽技术包括以下三种：一是水浸催芽法。

根据水温的不同可分为热水水浸和温水水浸两种。热水催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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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种皮质地坚硬且表皮紧密的树种较为适合，如刺槐和皂角。

需在播种前将树种浸泡于 80～90℃的热水中，水量为种子的 2

倍，并用木棒搅拌。温水催芽法可广泛应用于各种树种，水温只

需保持在 40～45℃，将种子浸泡约 24h 后，捞出置于温暖且湿度

适宜的环境下即可。二是温床催芽法。在采光条件良好的区域挖

一个深约 30cm 的长方形地窖，根据苗木种子的数量对地窖的大

小进行适当调整。地窖下方需放置砖块，并附上薄膜和席子，地

窖四周需钉上木板。将苗木种子放置在席子上，每天适当翻动，

夜晚则需盖上草帘，待种子的裂口达到种子长度一半时即可播

种。三是药物催芽法。在自然条件有限的地区，为加速种子发芽

需要采取药物浸泡，所选药剂一般为赤霉素和微量元素药物。研

究发现，将苗木种子在 3g/L 的铜元素中浸泡 24h 后进行低温混

砂处理，发芽率超过 70%。赤霉素催芽则需要控制好药物浓度，

一般为 5～30mg/kg，赤霉素含量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影响树种的

催芽效果。

3.2 容器育苗技术

在对苗木种子进行催芽处理后，选择适当的容器进行育苗。

容器材质如泥炭杯式容器和罐装盆式容器等，不同材质对于育

苗质量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在选择好恰当的容器后，需要进行基

质的配制环节，也是容器育苗中最为关键的环节。配制基质的过

程中要添加适量的磷、钾等元素，通常分为轻型基质、半轻型基

质和重型基质。例如，对于油松进行容器育苗，应选用 100%草炭

与磷酸二氢铵进行基质的配制，或者 100%腐熟锯末也可以。对

于香椿树进行容器育苗，需按照 2∶1∶1 混合泥炭藓、核桃核和

蛭石配制基质。对于马尾松等苗木，在进行基质配制时，可选用

蛭石和树皮粉，能够保障容器中苗木的生长需要。基质配制完成

后，一般在 4 月份左右进行播种，每个容器播撒 2 粒种子即可，

之后进行浇水施肥，并及时进行补苗。相比于花卉育苗，林木育

苗的幼苗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快速生长，苗木必须保持挺拔的姿

态，因此苗木的根系需要足够庞大。在进行容器育苗的过程中，

要注意容器内不能根系缠绕，否则，将会影响树木生长的养分吸

收和生长态势。

3.3 播种育苗技术

与容器育苗不同，播种育苗是直接在常规田地或者大棚进

行科学育种，在苗木生长为可移栽的树苗后运输到各大林区进

行栽种，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十分普遍。播种育苗需要技术人员

在对树种进行催芽之后，通过撒种或条播的方式将其均匀播撒

到土壤中。选择撒种方式时的播种量为 100g/667m2，10d 左右即

可长出小树苗。条播的播种方式适用于 30cm 的垄沟，播种数量

约为撒种方式的一半。将催芽后的树种均匀地撒在垄沟中，覆上

1cm厚的薄土。对于北方地区，冬季播种一般多选用大棚培育方

式，能够满足苗木生长的温度和湿度需要。

3.4 嫁接育苗技术

嫁接育苗技术适用于自身根系发育能力薄弱的树种，能够

有效提升红枫、月季和五针松等植物的生长力。嫁接育苗技术想

要获得良好的效果，需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技术人员要有专

业的技术能力，并积累了丰富的嫁接经验。第二，为防止嫁接后

苗木生长出现畸形，需要对苗木进行认真的消毒工作。第三，要

选择合适的嫁接材料，我国苗木嫁接育种一般常用的嫁接材料

为砧木。在完成嫁接后，待苗木新梢达到 10cm 时，可按照

25kg/667m2 的用量标准施加尿素肥料。为提升苗木冬季的抗冻能

力，还要及时喷洒磷酸二氢钾溶液，避免其遭受不良气候的干

扰。

3.5 插条育苗技术

春季气温逐渐升高，土壤解冻，树木开始抽芽，秋季则树叶

落地，正处于土壤封冻之前，二者均属于树木育苗的最佳时期。

在造林时，若正处于春季或秋季，可选择插条育苗技术。为保证

育苗质量，插条育苗技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六点：

第一，育苗的苗木品种应选择无性繁殖种子，且选择的插条木质

化，不具有任何病虫害。第二，在育苗基地的选择上，优选地势

高、排水方便、土壤深厚且交通便利的地块。第三，土壤解冻后深

耕建立苗床，并加强施肥与补水。明确苗床的规格，并且根据树

苗的品种进行苗床的规划。第四，做好苗床的消毒和除草工作，

若秋季进行育苗，还要确保苗床的土壤保持湿润状态。第五，苗

木出苗 30d 后适当间苗，去小留大，并加强追肥。第六，一般苗木

在培育 1～2 年后便可进行移栽，尽量缩短起苗后的运输时间，

避免苗木根系长时间暴露于空气中，保证苗木的成活率。现代林

业育苗理念下，首先需要进行母株插条培养，然后实施盆栽或池

栽来获取木质化插条。随后通过工业化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

进行大规模的插条生产。但需要注意，合格插条需携带顶芽，采

集插条的母株必须要每年进行更换。

4现代林业育苗栽培管理

4.1 出苗前的管理

由于大部分树种从播种到出芽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因此，

在播种前，大部分树种需要进行催芽处理。催芽过后的树种在播

种后仍需要技术人员的细心管理。播种后，需要提供大量的水

肥，对于树种的发芽程度有着直接影响。浇灌种子时，要注意浇

灌频繁且少量浇水，只需苗圃土壤始终保持湿润即可，避免圃内

大量积水而阻碍种子健康生长。苗圃出现积水会导致种子腐烂，

大大降低树种的出芽率。若播种时间选择在春季，则需要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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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根据温度的变化情况对苗木种子选用保护措施，避免由于温

度下降而造成树种胚芽冻伤。

4.2 定苗与间苗

技术人员在苗木培育管理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定

苗与间苗的工作。在种植过程中，播种方式一般为撒播和点播，

树木出苗后常常出现分布不均匀的情况。因此，在苗木的幼苗长

出 2～3 片叶片后，会将苗圃内生长态势较弱的树苗淘汰剔除，

并将较为壮硕的苗木进行移种，使苗木分布均匀。适当定苗与间

苗能够为苗木的生长条件提供保障，进而提升苗木的成活率，使

林业生产的质量能够明显提升。

4.3 苗木移栽

与花草的培育管理方式有所不同，树木在成长过程中需要

广阔的生长空间，因此需要对幼苗进行移栽管理。苗木的移栽能

够降低苗圃中树木的密度，使树木幼苗的存活率得到有效提升。

一般地区的幼苗移植会选择在 3 月下旬或 4 月上旬，此时气候

较为适宜。春季进行幼苗的移栽能够保证土壤水分充足且温度

合适，因为过高的温度容易造成树木幼苗水分的过度流失，降低

苗木的成活率。在苗木移栽的过程中，需要对病枝和枯枝进行及

时清理，确保移栽后的苗木避免病虫害的侵扰。同时，在苗木的

运输过程中，需要苗木根系有足够的水分补充，使其能够始终处

于活跃状态。

4.4 适当追肥

在苗木的生长初期，需要重点关注苗木的营养状况，相关技

术人员需要根据苗木在不同生长阶段对于生长的需求，进行施

肥和追肥。在种植苗木前，为补充土壤中的养分，会施加底肥，但

当树木出苗后，之前的底肥已经不能满足幼苗的养分需求，因此

需要进行追肥。技术人员在进行苗木追肥时，需要结合实际情

况，最好选在下雨之后，湿润的土壤更加松软，有助于肥料养分

的吸收。一般施肥周期为 30d，每个周期内需进行 2～3 次追肥，

并保证施肥均匀。为避免阳光直射，使肥料养分流失，可在施肥

后将土壤覆盖到肥料上。用于追肥的肥料通常为氮磷肥和尿素，

施加的肥量应为每亩地 10～12kg。在进入秋天以后，使用农家肥

能够更好地保障苗木顺利过冬，需要技术人员根据具体的气候

变化对施肥的间隔周期进行调整。

4.5 除草与病虫害防治

在苗木的生长过程中，杂草会随着幼苗一同快速生长，尤其

是在苗木生长初期，由于阳光充足且土壤肥沃，杂草也获得了良

好的生长环境。若杂草进行大范围的生长，会抢夺苗木的养分与

水分，导致苗木生长态势弱化，因此需要管理人员进行定期的除

草工作。对于大面积的林地来说，人工除草的劳动强度较大，工

作效率相对较低且成本高。选择机械除草的方式不仅要投入大

量资金购置设备，还有可能导致苗木的损伤。因此，使用化学除

草剂进行林区的除草，效果好且成本低。在除草剂的选择上，需

要区别其种类，正确选择。选择性除草剂能够选择性地杀死某些

杂草，不伤及林木，灭生性除草剂会将其所接触的植物全部杀

死。除草剂的选择性与灭生性并不绝对，而是随着剂量的变化而

变化，例如，百草枯和草甘膦在植树前进行喷洒，能够有效杀死

苗圃中的杂草，在药物进入土壤中能迅速钝化，进而避免影响树

木的栽植。在树木栽植后，使用醚类除草剂，能够在土壤表层下

1～2cm 的位置形成药层，对于杀死杂草的根系和幼芽有着很好

的效果，而对于根系更深树木的影响不大。内吸型除草剂能够使

药物进入植物体内，随着植物的生长代谢引发植物的生长变化，

使杂草死亡。触杀型除草剂则能够使接触到药剂的植物部分死

亡，无法在植物体内进行传导。通过人工操作施用除草剂进行林

区除草需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施药前需清楚药剂的药性和使

用方式，根据作业面积准确配制药量。第二，施药最好选在晴天，

且施药前后 18h 内无大雨的天气条件，注意喷雾方向需要与风

向一致，避免背风喷药。第三，药物喷洒要均匀，尽可能全面覆盖

林区，速度适中，避免重喷与漏喷。

在苗木培育过程中，还需加强对病虫害的预防和治理。若发

现苗木出现病虫害的情况，需要将苗木拔除并及时销毁，合理利

用化学药剂控制病虫害的蔓延。针对立枯病，可使用 65%敌克

松，将其搅拌均匀后，喷洒在苗木的根茎部位，随后对苗木进行

松土。针对蝼蛄和金针虫等虫害，可将菜枯饼炒香后与 90%敌百

虫 30 倍稀释溶液混合制成小块，加以少量的清水搅拌后，在夜

晚放置于苗床处，能够对相应虫害进行捕杀。针对地老虎的处

理，可以在夜间将菜叶或泡桐树叶放置在苗床位置，第二日清晨

便可进行捕捉。针对金龟子幼虫，可使用 90%敌百虫 800～1000

倍液或 80%敌敌畏 1000～1500 倍液进行树木的喷洒，灭虫效果

十分显著。

综上所述，育苗栽培管理技术的发展与进步能够有效提升

苗木的成活率，对于提升林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着重要意

义。未来还需不断完善和优化林业育苗栽培管理技术，打破传统

技术的生产限制，在降低林业发展成本的同时，实现林业生产质

量的提升，促进我国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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