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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环境的破坏加剧，森林资源受到严重侵害，给人们

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困扰。需要进一步研究具体苗木育种技术，维

护森林资源生态系统的平衡，同时现代造林绿化的苗木培育尤

为主要，合理安排育种措施，促进现代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1林业苗木育种技术应用的现状

1.1 育种方式单一

现代林业苗木育种技术发展比较缓慢，育种方式单一，需要

进一步升级育种技术。许多常规的育种方式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来推行，主要育种工作围绕着引种、选种开始，然后投入辐射和

诱变技术，从而完善整体育种技术。因为现代育种技术不够完

善，需要开发出杂交育种技术，同时苗木育种工作周期长，具体

工作环节花费的时间和资金庞大，很难快速升级育种方式，这导

致现代育种工作发展缓慢，不利于林业苗木工作大规模开展。

1.2 工作人员专业素质不高

苗木育种过程中，很多工作人员专业素质不过关，不了解苗

木植物的育种方式。很多苗木植物育种方式是异花授粉，但是很

多工作人员采用同花授粉方式，使得苗木生长和发育受到异常

影响，影响苗木自身的健康。同时工作人员不熟悉苗木发育的环

境，很难创新苗木培育方式，需要通过制定科学的培育方案来提

升培育能力。很多苗木植物生长周期不相同，工作人员忽略苗木

生长周期最佳时间段，使得苗木种植出现健康问题，也使得整体

林业测定工作受到阻碍。

1.3 缺少优质树种的收集

培育苗木过程中，需要选择优质树种，虽然这几年我国积极

引进家系、无性系种等，但是我国对于树种选择和培育的重视程

度不高，很多优质树种的收集工作缺少资金支持，使得优质树种

资源不断丢失，严重影响苗木选育工作开展。同时优质树种基因

需要筛选，但是因为对其的重视不足，很多树种分选工作比较混

乱，导致树种基因混合，不利于林业苗木培育工作的开展，优质

树种基因很难发挥作用，也让苗木种植出现整体质量不高的问

题，导致林业苗木培育能力下降。

2现代林业苗木育种技术

2.1 温室栽培技术

温室栽培技术在现代苗木培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

于小范围的林业苗木的种植，需要采用保暖方式来创造良好的

培育条件，提升苗木的生长能力。同时温室栽培技术可以提升苗

木的切花质量，有效保证苗木正常生长，也可以根据测定的土壤

酸碱度，在适宜温度下进行苗木种植。如果土壤的酸性比较强，

那么工作人员需要利用石灰粉进行调整，还可以利用物理方法

进行消毒，使室内土壤出现加热效果，去除更多的土壤杂质，控

制土壤的整体质量，使得苗木种植更加安全。此外，温室栽培技术

主要应用于园林和小区中的苗木种植，需要合理调节种植面积。

2.2 无土栽培技术

无土栽培技术主要包括水培法和气培法两种方法。水培法

的应用主要把种子放在充满营养液的容器中，让种子获取养分，

促进苗木种子快速培育，而且因为处在水环境中，也具备足够的

氧气。气培法应用主要通过在种子根部喷洒一些雾化的营养液，

这种方法的投入成本比较高，不太符合林业经济效益发展的要

求，需要严格管理气培法工作人员的操作，避免成本过高而影响

林业产业整体的经济利润。此外，无土栽培技术让苗木脱离土壤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培育过程的可控性提高，有效促进了苗

木的整体生长发育。

2.3 嫁接育苗技术

现代林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利用嫁接育苗技术，这类技术可

以对不同树种进行有效嫁接，提升苗木成活率。不同树种进行嫁

接时需要考虑自身的生长特点，才能够正确应用嫁接技术，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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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良好的嫁接环境，使得不同树种的嫁接和培育可以融合在

一起，成为同一个树种，改良内部树种的资源和基因。还有嫁接

培育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根据苗木生长规律强化育苗的能力，

建设合理的生长环境，开展科学的培育工作，对于有生长缺陷的

树种，通过嫁接技术促进内部的成活和健康生长，从而提升林业

培育水平，促进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化。

2.4 现代生物育苗

现代生物育苗技术属于有土栽培，但和传统育苗有所不同，

需要应用于现代化大棚苗圃环境下，通过智能化设备培育苗木，

在种植一段时间之后需要进行移植，形成新型育种培育方法。通

过现代生物育苗技术可以自由选择苗圃土壤，提高培育方法的

效率，解决传统培育出现的土壤和密度问题，而且站在经济角度

和技术视角，这类技术应用带来可观的收益，也同时升级优化苗

木培育技术，但是这类技术研究处在初级阶段，需要进一步落实

在实际的苗木种植中，解决试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苗木移

植存活率和生长态势不高，需要进一步优化技术方案，提升技术

的实用率。

3林业苗木育种的条件

3.1 土壤

苗木种植过程中需要进行有土和无土的栽培技术，但是最

常见的是有土栽培方式，因此控制苗木栽培土壤过程中需要了

解土壤的发育情况、内部成分、含水量、耕作次数、孔隙度、酸碱

度和污染情况等。这些影响因素成为苗木育种前期的控制标准，

使得苗木的成活率得到有效管理。同时苗木种植土壤需要进行

统一管理，结合苗木培育计划快速提升土壤种植的肥力和水分，

使得苗木生长拥有优良的基质，避免土壤中出现过多的杂质和

病虫害而影响苗木的生长发育。

3.2 湿度

苗木生长发育离不开湿度条件，苗木培育过程中需要得到

充分的水分供应，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苗木的成活率，加快苗木

的绿化进度。同时结合树种的需求水分的要求，合理安排和调节

土壤湿度，过多的水分会滋生细菌和虫害，不利于苗木的正常发

育。此外，苗木根系发育在适宜湿度情况下出现根系粗和根系密

的情况，相反会使得苗木根系细和根系少，不利于苗木培育工作

的开展，使得苗木根系受到一定程度的水分侵害，加剧林业苗木

培育根系腐烂情况。

3.3 密度

造林绿化过程中苗木种植密度需要合理控制，主要是因为

苗木密度过高会影响苗木种植质量，很多苗圃地中的苗木受到

阳光直射会长得更快，影响附近苗木的光照情况，而且受到阳光

直射的植株受光照时间比较长，提升自身的发展优势，不利于整

体苗圃地中苗木的生长。因此合理规划种植密度，保证更多的苗

木存活，使得城市绿化需要苗木播种率和成活率差异不大，尽可

能控制城市绿化中苗木种植间距在 50～80m 之间，也方便对每

株苗木进行浇水工作。

4造林绿化中林业苗木育种技术应用措施

4.1 选择优秀的苗木圃地

苗木培育工作开展离不开基础的苗木圃地，在选择合适的

苗木种植的时候，需要了解具体的苗木生存条件、生态习性和生

长需求等，比如一些喜光的树种可以选择光照比较充足的地方，

通过环境方面控制树种苗木的生命力，为苗木树种提供足够的

光照和水分，保证苗木生长环境优越。还有苗木种植的土壤问

题，需要调查种植地的土壤情况和成分，如果出现土壤结块，说

明土壤质量不高，不可以进行苗木种植;如果土壤中有很多水

分，也不可以种植苗木，容易使苗木根部泡水腐烂。选择苗木种

植土壤需要控制土壤中的水分和营养成分，动态监测土壤酸碱

度和通透性，要求土壤下层地下水的水位低，土壤环境健康，不

会出现过多的病虫害，避免损坏苗木根部的生长。此外，苗木地

的选择根据苗木自身的生长习性，对于荒漠和戈壁地区来说，需

要选择耐旱、耐伏和抗压能力强的苗木，避免苗木成活率过低[1]。

4.2 处理苗木田地

种植苗木的土地需要全面处理。首先，在选择完成种植苗木

的土地后，需要进行耕地，翻新土地可以为苗木种子提供更大的

生长空间，也可以提高土壤的通透性，使得土壤内部养分的作用

得到充分发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土壤中的杂质和病害，避

免苗木种子受到侵害。除此之外，对于耕地的土壤也要开展平整

处理，使苗木的生长更加稳定。其次，苗木种植施肥过程中，需要

明确具体的施肥技术和苗木自身的发育需求，使得施肥工作更

加科学合理，而且施肥数量根据苗木种植范围和密度，细致衡量

和监测苗木生长情况，控制施肥量，避免肥料过少而影响苗木的

发育，相反，肥料过多会污染土壤。最后，苗木种植过程中需要合

理防治病虫害，整体苗木培育时做好病虫害预防工作，对于苗木

树种初期进行病虫害监测和捕杀，避免扩大病虫害的侵害范围，

然后保持清洁的培育环境，减少为病虫害提供适宜生长环境的

可能性，降低病虫害的不利影响[2]。

4.3 种子科学的处理和选择

首先，现代林业苗木培育需要科学选择种子，根据不同类型

的树木进行种子采集，比如油松树种培育过程中，需要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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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月份观察松果形态，出现黄色松果时开始采集树种，选择年

龄超过二十岁的树种，有利于油松树种质量的提升。采集树种之

后，需要对采集的树种进行精细化挑选，确保种子状态良好，颗

粒饱满且健康无病，然后对种子进行清洗、消毒和杀菌，避免存

在潜在的病虫害危险。其次，选择种子之后开始进行催芽培育工

作，主要是温床催芽和水浸催芽，水浸催芽分为热水和温水两种

催芽方式，对于漂浮在水面的种子进行剔除，剩下的种子继续进

行培育工作。最后，温床催芽技术需要让种子处在土壤和薄膜

上，进行温度调节，通过暴晒草席和炒制土壤使其不存在病虫害

问题，提升苗木培育的质量水平[3]。

4.4 优化播种方式

苗木播种过程中应用的方式非常丰富，主要的播种方式有

点播、撒播和条播。首先，点播方式应用于一些颗粒比较大的种

子中，整体播种过程中需要合理控制种植间距，种植间距很小会

使苗木种植过于紧密，很容易带来生长方面的负面影响。其次，

撒播方式应用于颗粒比较小的种子，在一定区域中进行种子抛

撒，然后在上面进行覆土，但是这种播种方式需要合理控制撒播

情况，避免种子成活率太低，影响苗木后续的生长，不利于整体

苗木的绿化成果展示。最后，条播方式一般是机械类播种方式，

在种子播种后出苗前进行移栽，针对一些中等大小的种子，这种

播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能提升种植效率，保持播种种植的均匀

度。通过对不同播种方式的合理控制，有利于苗木种植数量和质

量水平的提升，有效提升苗木培育能力，促进苗木种植整体绿化

效果明显[4]。

4.5 苗木整体良种选育

首先，开展科学的苗木良种选育工作，可以提高绿化苗木的

成活率，比如一些城市绿化带的苗木培育，需要在当地选择优秀

的树种来进行种植，成为适合城市地区生长的绿化苗木，如今很

多城市绿化带应用是箭杆毛白杨和小叶毛白杨，这些都是优质

的毛白杨的优秀品种，可以提升当地城市绿化工作的整体质量。

其次，科学良种选育，也要结合当地环境景观和旅游主题，比如

打造樱花景区，需要根据当地不同地段的土壤成分选择适宜地

区来进行樱花种植，选择可以适应当地气候和水分的樱花品种，

与当地旅游规划相吻合。引进符合当地的优秀品种，形成质量最

佳的苗木培育，培育过程中选择生长最佳的树种，成为当地主要

的培育内容，丰富当地绿化苗木种类。最后，选择优秀的苗木品

种，改变当地绿化苗木的整体种植基因，利用移植技术使培育能

力得到提高，也让当地树木种植可能性得到提高，扩大当地苗木

培育范围，形成良好的绿化环境。

4.6 苗木移栽管理

树苗生长培育过程中，需要适当开展移栽工作，一般来说苗

木移栽最佳时期是春季，在移栽开始之前，工作人员对于移栽树

木的幼树进行检查，裁剪自身的枯枝烂叶和防治幼树的病虫害，

确保移栽树苗的整体质量，然后在苗木移栽过程中需要控制运

输时间，对于移栽树苗进行浸水保护，保留树苗根部的土球，确

保树苗的安全，在运输过程中依旧获得充足的水分和养分。移栽

结束之后需要合理进行水肥管理，修剪相关的树枝和多出的叶

子，防治可能存在的病虫害，使得树苗栽培环境良好，有利于促

进树苗的生长和发育。此外，苗木移植过程中，提升对于树苗根

部的控制水平，确保运输时树苗根部具有足够的水分，可以在苗

木顶冠进行喷水，减少树冠对于根部养分的吸收，使得有限的养

分发挥最大的作用。

4.7 控制育种周期和密度

首先，合理规划苗木育种的周期，如果一些苗木育种生长周

期处在可控区间，需要调查苗木的生长特点，控制育种周期。有

一些晚种和其他因素出现的晚熟苗木，需要利用预测手段来合

理规划，然后适当补充一些营养成分，促进苗木快速生长，但是

育苗过程中需要注重绿化苗木培育的根系状态，防止人工干预

影响整体绿化苗木的根系情况，出现根系比较短的问题，不利于

绿化苗木的生长。其次，对于苗木育种的密度进行合理控制，对

于苗圃整体的面积和生长状态，规划绿化苗木种植间距，合理规

划和设计种植情况，确保种植培育苗木有着良好态势，使得苗木

之间不存在遮挡问题，提升苗圃可利用空间的实用性，也提升土

壤养分的扩散性，最大程度地增加苗圃的经济收益。

总的来说，林业苗木育种技术应用过程中，需要重视育种方

式和工作人员。通过了解苗木育种技术，注重苗木育种条件，调

节土壤的酸碱度和湿度，选择优质苗圃地，合理处理苗木田地，

科学选择种子品种，创新播种方式和实行良好选育，管理苗木移

栽周期和密度，促进现代林业资源保护力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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