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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规划设计的基本目标就是扩大森林种植绿化面积，依靠
科学造林规划模式来丰富林业资源种类，提升林业资源的整体品
质。由此可以判断出，营林生产规划将会给造林技术手段的选择
与实现过程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在造林设计规划的全面制
定与实现视角下，林业规划部门必须要结合林业资源保护的真实
需求，运用因地制宜的造林规划完善举措来提升造林质量，确保
造林技术手段的良好实践效益得到全面展现。

一、营林生产中造林规划设计的总体思路
造林规划设计环节构成了营林生产全过程得以顺利实施的根

本保障与前提，造林设计与规划部门对于合理科学的造林规划方
案应当予以认真制定。具体对于造林设计总体方案在全面制定之
前，造林规划负责人员针对林区地形特征、林区土壤生态条件以
及当地气候环境都要实施综合性的判断考察，拟定详细的林区自
然生态条件调研报告，运用综合性的林区生态勘察技术手段作为
造林规划支撑。

造林设计规划部门对于林区自然环境在全面准确掌握的基础
上，还要确保结合造林树种的基本生长习性，运用数据调研分析
的专业技术手段来进行造林树种的科学布局与选择。造林设计规
划部门通过实施以上的造林规划要点，应当能够充分确保造林规
划达到科学性与适宜性的重要实践检验标准，合理降低造林规划
总体方案的后期落实难度。

二、营林生产中的造林技术运用要点
从根本上来讲，营林生产过程很可能受到无法预知的外界环

境因素以及人为操作因素影响，造成营林生产的综合实践效果遭
受不良影响。为了确保营林生产过程达到最佳的营林生态效益以
及营林综合效益，那么林业监管机构务必保证全面重视预防营林
安全隐患因素，通过实施科学预测的专业技术手段来保障营林生
态效益的最大化实现。具体在实践中，合理运用造林技术手段重
点表现为以下要点：

（一）因地制宜运用造林技术
在目前实施的造林实践领域中，造林技术人员重点可以选择

播种造林、分殖造林与植苗造林等重要技术手段。对于不同种类
与不同生长习性的林木品种来讲，适合选择的造林技术手段必须
要体现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造林技术部门对于多种不同的造林
技术手段应当善于因地制宜进行安排与选择，全面关注于林区水
肥管理，运用科学灌溉与科学施肥的专业技术手段来预防林木不
良生长状态的后果。

因地制宜选择造林技术手段的根本实现思路就是创新林木种
植技术。创新林业技术具有提升林业生态质量、合理调整林业产
业结构、改善树木种植经济效益以及提供林业技术支撑的重要实
践作用，因此必须得到林业管理部门的全面重视。林业技术主要
应当包含树木种植繁育技术、林业病虫害的控制预防技术、林业
生态平衡的保持技术等。林业技术体系本身具有庞大与复杂的特
性，因此决定了林业技术人员必须要综合考虑林业技术各个实施
层面，运用因地制宜的林业技术调整与创新思路。现阶段的林业
技术手段已经得到整体改进与优化，客观上展现了创新林业技术
对于带动林业经济发展的良好促进效果。但是某些林业技术领域
目前仍然没有真正满足林业发展需求，那么将会导致林业发展模
式本身存在滞后性，不利于林业生态体系的平衡状态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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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造林规划设计对于营林生态效益以及经济效益的实现过程具有明显影响，因此体现了科学开展造林规划设计的必要性。在目前的营林生产重要

实践领域中，造林技术手段总体上具有丰富性与多样化的技术创新发展状态，造林技术的具体运用与实现方式也在逐步实现创新。具体针对营林生产的全过

程而言，基本目标宗旨应当体现在科学开展造林设计与造林规划工作，结合营林生产现状来进行造林技术手段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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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对于土壤潮湿度较高或者气候较为干旱的特殊林区生态
环境而言，造林技术人员有必要重点考虑选择植苗造林措施。这
是由于，植苗造林手段的合理实施有助于林木幼苗的成活概率明
显提升，而且可以促进林木幼苗防控虫害与病害的性能优化。除
此以外，运用分殖造林的种植技术手段将会达到合理控制造林成
本资源消耗的效果，培育抗性良好的林木品种。林业技术管理部
门针对林业技术手段的调整与创新现状应当予以准确认识，合理
优化与整改林业技术措施，完善林业技术支撑与保障体系。

（二）全面防控林木病虫害
林木大面积感染虫害或者病害的情况将会给林业生态效益带

来损失，不利于合理规划与分配林业生态资源。为了达到防控林
木虫害与病害隐患的目标，那么林业技术人员针对专业化的林木
虫害监测手段应当综合加以利用，彻底消除林木虫害泛滥引发的
后果。造林技术人员针对林木生长状态应当经常展开监测，实时
关注林木生长环境的改变，充分保证林木生长环境的安全性。

（三）利用网络信息化平台监测林木生长环境
林木生长环境只有在得到实时监测的情况下，才能有效确

保林木生长状态达到最佳的程度，对于林区生态环境以及自然气
候改变造成的林木生长安全威胁因素进行及早地察觉与判断。从
当前的现状来看，林业技术人员针对网络信息化的林区安全风险
预警平台已经能够进行最大限度利用，依靠网络智能化的林区生
态隐患预警体系来自动识别林区生态灾害风险，从而达到实时性
与科学性的林区生态灾害安全隐患监管预测效果。由此可见，网
络信息化平台对于实时监测与防控林木生长环境安全风险具有不
可忽视的实践运用意义。林业管理部门对于林区的林分结构应当
及时进行全面的调整优化，增强繁育优质树种的技术手段保障力
度，提升林区树木品种抵抗虫害与病害的能力。

三、结束语
经过分析可见，造林规划设计在根本上应当全面服务于营林

生产实践，造林技术手段的合理选择将会达到优化造林生态效益
的良好促进作用。营林生产综合效益的优化与提升必须要依靠造
林技术创新以及造林规划改进，各个相关部门应当深刻认识造林
规划设计完善的价值作用，依靠全新林业技术手段来提升林木资
源品质，丰富营林生产实践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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