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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松生产于我国的东北林带，喜阴凉耐湿气，浑身是宝，是
我国的名贵经济树种之一。树干高大通直，是家具、桥梁、造船
等物体的上等原材料。树皮毫不起眼，却可被提取出单宁成分，
用于制作烤胶。树干富含松脂，松脂中的松香及松节油都是有价
值的工业原料和医药原料。因此，红松备受人们的喜爱，其需求
量逐年越来越高。然而，红松的播种繁育及栽培过程却不是一帆
风顺，出苗率低、病虫灾害多、红松树木产量及质量不够高等问
题，都制约着红松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本文将探讨红松的
播种繁育及栽培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技术环节。

一、种植红松的重要性
红松是我国的珍贵经济树木品种，分布范围遍布东北一带区

域，主要繁殖于长白山、小兴安岭等严寒湿润地带。红松的用途
非常广泛，几乎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看到红松及其相关果实的应
用痕迹。比如说，城市中的马路绿化带、园林绿化带以及庭院林
荫树等地方，都有红松的身影，红松在其中主要发挥绿化自然、
友好环境的作用。

此外，红松的生态价值也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红松树林就
像个全天然的自动空气净化器，可以有效清除空气中的病菌、杂
质，还可能防风固沙，避免沙尘暴的袭击。此外，红松林还可以
涵养水源，以树根把雨水输送到地面以下的深处，涵养成一个水
库，保持水土平衡，防止山体滑坡。而且红松的果实红松籽是许
多动物赖以生存的食物，如果红松籽的数量越来越少，那么这些
动物的生存也将面临威胁，进一步破坏生态圈的平衡，影响生态
循环。可以说，保护红松，种植红松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二、红松的播种繁育及栽培所遇到的考验
首先，红松是一种需要阳光的经济作物，对光照时间有一

定的要求。而东北林业一带，步入秋冬之后，光照时间缩短，有
时无法满足红松的需求。其次，红松对土壤的水分条件要求相对
其他植物要高，过于干燥的土壤，会降低红松的成活率。过于湿
润的土壤，会影响红松的生长。因此，必须要严格保持土壤的水
分条件。此外，红松喜温寒多雨气候，对大气湿度条件要求也比
较高，在大气湿度为 0.5 以下，红松会发育不良，影响红松的品
质。只有在大气湿度为 0.7 以上，红松才长势喜人。

三、如何更好地播种繁育及栽培红松
（一）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把握播种时机
1.必须要精选自然成熟的红松种子来进行红松的播种工作。

应该选择东北林业带中湿润度比较合适、土壤肥沃、透气性强而
且是微酸型的黑土地，为红松的播种提供比较好的生长环境条
件，从而充分满足红松种子对土壤水分及透气度条件的需求。而
且还要用硫酸亚铁溶液来消毒土壤中的病毒细菌，让土壤保持清
洁干净的状态，避免病毒细菌侵害红松种子，影响其生长发育。
还要用有机肥料和农机肥料的混合肥料来给土壤施肥，增加土壤
的营养价值，为红松种子提供充分地营养。

2.在红松的播种工作开展之前，要做好催芽工作，比如说，
可以通过种子处理室中对红松种子与河砂进行混砂进行催芽，提
高红松种子的出苗率。在红松种子催芽处理过程中，必须要每天
观测、记录、监控红松种子的室温、种砂温度及湿度。还要严格
控制种子处理室中的通风通气程度，从而在缩短红松种子的催芽
时间的同时，提高红松种子的出苗率，使红松种子出苗比较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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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松是一种广泛分布在我国东北林带的常绿乔木，喜温寒多雨的气候，其适应环境能力较强，具有繁盛的生命力。红松的木质材料非常优质，

经常被用于航空、建筑、造船等领域，是珍贵的经济作物。红松作为常绿乔木，也经常被用于城镇绿化带的建设。培育红松不仅可以增加经济效益，而且从

长远来看，还可以吸碳吐氧，促进生态圈的内循环，减少温室效应，对生态环境大有裨益。因此，东北区域应该充分发挥地理优势，来探究如何更好地播种

繁育以及栽培红松，充分发挥红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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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整齐。
3.一定要把握播种时机。红松种子在春夏秋冬四季中的播

种成功率相差很大，春季播种效果最佳，夏季次之，秋冬季播
种效果都不好。而且，春季播种时，一定要到地下 6cm左右的区
域，并且，要等待生长环境温度升高到 9℃时，再对红松种子进
行播种。因为，过于严寒的气温，会使红松种子大面积的冻坏、
冻死。播种前，要对红松种子的苗床进行适度浇水和苗床正平工
作，确保土壤的湿度、透气性等条件能够契合红松种子的需求。

（二）提高栽培技术，促进红松的繁育生长
红松栽培中，最经常用的栽培方式是嫁接法，嫁接法可以最

大限度地提高红松的成活率。所以要事先制定完善的嫁接方案，
确定之后，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方案来一一落实，不可以朝
夕令改。通常，红松的栽培技术比较常采用的是容器袋培育砧木
的方式进行嫁接，虽然这个方式花费时间比较长，而且所需要的
资金投入也相对大一些，但是这种嫁接方式可以突破自然条件的
限制，而且最大限度地提高红松的成活率。在容器袋培育砧木的
嫁接方式中，通常要用一穴三株定植砧木的方式来培育砧木，待
砧木生长到能够嫁接时，大约需要花五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进
行嫁接。这种方式还可以对砧木进行统一化、集中化、标准化的
管理，从而使整个砧木的苗相整齐，便于管控整个培育、嫁接过
程。这个方式的容器袋土壤，一定要采取有机肥料，来为砧木的
生长提供充足的营养。与其他的培育方式和嫁接方式相比，这个
方式的优点是集中管理，便于管控。

四、结束语
随着红松及其果实松子的经济价值越来越高，红松在市场上

的需求量也逐年稳步上升。然而由于红松的播种繁育与栽培，对
生长环境的条件要求比较高，对播种繁育及栽培技术也有一定的
要求，因此高品质的红松成活率不够理想，而且遭受病虫灾害也
比较严重，有时市场上还会出现红松供不应求的现象。基于此，
东北林业带的种植户应该重视红松出苗率低、质量一般、虫害较
多的问题，在红松的播种繁育及栽培全过程中，积极采取综合性
措施来进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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