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桉树为常绿高大乔木，除了具有用材林的功能外，还兼具有
多种价值，如树身可作为造纸材料、炼油等。为此，加大桉树造
林力度显得尤为必要。广西地区的气候条件比较适合桉树生长发
育，尤其是山地，可为桉树速生提供条件。基于此应当了解并掌
握相关的栽培技术要点，从而提升造林质量。借此下面就山地桉
树栽培技术及病虫害防治对策展开分析探讨。

一、植苗更新
（一）桉树苗木标准
桉树苗木出圃前，除要进行全面消毒之外，还要杀虫灭菌，

采用分级的方法对苗木进行验收，经检疫之后，无病虫害的苗
木方可在造林中使用。要尽可能选用广西国有东门林场国家桉
树基地的种源，苗木标准如下：组培苗。苗木的高度应当达到
15 ～ 30cm，地径应达到 0.2cm以上，根系发达，木质化充分，
并且要有较为饱满的顶芽且无病虫害。轻基质苗。苗木高度在
15 ～ 30cm，地径在 0.2cm以上，越粗壮越好，木质化充分且顶芽
饱满，根系发达。

（二）苗木准备
桉树定植的过程中，应当提前 7 天将苗木运至山上。在对

苗木进行调运前，应现在造林地内选取溢出地势高、平坦、无积
水、无塌方、无山洪，且附近有充足水源的地段，作为临时的苗
床。调运苗木时，应当选择适宜的容器，如竹筐、塑料筐等，苗
木运至临时苗床后，应当整齐摆放，避免出现相互挤压的情况，
以免造成机械损伤。要及时对桉树苗木进行调运，并采取相应的
措施，缩短调运时间，防止苗木长时间在运输车上停留。在对轻
基质苗进行调运的过程中，应当防止出现过度挤压的现象，在运
输车上停留的时间应当不超过 8 小时。苗木运至山上后，应当由
专人负责看管，并从筐中将苗木取出，摆放至苗床后，向苗木上
淋适量的水，使营养土保持湿润状态，这样能够提升苗木的成活
率。同时，可用土对苗床边进行堆护，高度应当与苗木营养袋的
高度保持一致，随后向苗木淋水，应当将营养杯淋透。需要注意
的是，调运苗木若是遇到高温天气，则应当使用遮阴网，避免苗
木被阳光直接照射。

二、清山炼山
（一）传统模式
对造林地范围内的采伐残留物进行全面清除，并将林地内的

杂草、灌木以及藤类等植物全部伐倒，要求伐根达到 20cm以下。
若是需要炼山，则普通地块的隔火线宽度应当在 15m以上，危险
地段的隔火线宽度应当不低于 20m。同时，应当将隔火线内的杂
草、落叶以及腐朽木等全部刮除干净，直至表面出现泥土为止，
并在正式炼山前，报相关部门验收，严格依据用火规定要求进行
炼山，未完全烧净的树枝等剩余物，应当归堆烧净，以免引发林
火。如果是桉树采伐迹地更新造林，应当对桉树伐根进行有效处
理，具体要求如下：将萌芽条从树桩的基部带皮剥离，然后选用
高效除草剂，对伐根及皮部创口进行涂抹。

（二）免炼模式
1．清山。可以使用割草灌机，对造林地内的植物进行割

除，包括藤类、竹类以及杂灌等，伐根应低于 20cm。对于比较长
的植物，可以先用机械截割成若干段，统一堆放好带出林地，避
免对后续的桉树造林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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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扒带。可沿着等高线清理出一条带，宽度以 1.0m为宜，
并将带内的杂灌铲净，以露出表土为准。带间距应当与造林密度
的行距相一致。采伐迹地更新造林的做法与传统炼山相同，在此
不进行累述。

三、挖坑施肥
（一）挖设坑穴
在对坑穴进行挖设前，应当在现场对布点工作进行指导，

对挖坑的密度进行严格控制，具体的操作要点如下：按照水平距
离，沿着等高线，呈品字形布点对坑穴进行挖设，若是挖坑过程
中遇到树桩、石头，则应进行移动，从坑内挖出的心土，应当与
表土分开堆放，并将坑底的松泥全部掏净，使坑底保持水平。桉
树的造林密度为 93 株/亩，株行距为 1.8m×4m或 2m×3.6m，坑
穴的深度应控制在 30cm，底宽以 30cm×30cm为宜，面宽不限。

（二）施基肥回坑
可将预先准备好的基肥撒入到坑穴内，并拌和均匀，随后

将坑穴上方半径 70cm以内的表土打碎后回填入坑穴内，需要注
意的是，不得使用心土进行回填，且泥团的最大直径应当小于
4.0cm，回填时，要将树根、杂草、杂灌、石块等全部捡出，回坑
要高出坑面 3.0 ～ 5.0cm。每个坑穴的基肥施用量控制在 500g。

四、桉树定植
（一）定植时间
归属于上一年伐区，应当在次年 4 月末之前完成定植；归属

于当年伐区造林，应当在交付伐区起 2 个月内完成定植。
（二）技术要点
桉树定植应当在种植坑内湿润的状态下进行，定植前，应

当在山脚下向苗木浇水，以湿透营养杯为准，然后将苗木挑至坑
边，放置在上坡方向，并在坑的中心偏内侧起锄拨开种植穴，深
度控制在 15cm左右，随后将苗木上的薄膜袋撕掉，避免散杯，
用手将苗杯放入坑穴后扶住，将坑穴的泥土推入坑内，将苗杯压
实，再取上方的泥土，盖过杯面 3.0 ～ 5.0cm左右，确保根舒苗
正，最后将覆土压实。在对裸根苗进行栽植的过程中，要浆根并
保湿，确保苗正、根直。造林后 5 ～ 15 天，要对苗木的成活情况
进行检查，并连续补植，需要注意的是，若是造林期间天气持续
高温，则应当使用保水剂，以此来提升苗木的成活率。

五、抚育管理
（一）中幼林管理
1．追肥。桉树造林前三年，应当每年追肥一次，立地条件

和长势都比较好的林地，可在第四年再进行一次追肥。首次追肥
时，应当选择桉树专用肥，每株的施用量控制在 500g，具体的
施用方法如下：在距离树根 30cm的上方或是水平处，挖设一个
弧形沟，长、底宽和深分别为 20cm、10cm、15cm，将肥料施入
沟内，然后进行盖土，应当确保盖土的厚度超过沟面；第二、第
三和第四追肥时，可以选用桉树专用肥，每株的施用量控制在
1000g，施肥方法如下：在两株桉树水平中间或是偏上、偏下处开
设施肥沟，长、底宽、深分别为 35cm、10cm、15cm。施肥后应
当及时进行覆土，需要注意的是，每次施肥应当选择不同的位置。

2．除草。桉树抚育管理期间，共计安排除草四次，前两次
在第一年进行，之后两次分别在第二和第三年进行。对于第四年
追肥的林地，可追加一次除草。首次除草可以选用植株行间带铲



的方式，之后则可采用割灌和除草剂进行除草。种植前可视种植
地杂草生长情况，决定是否采用除草剂进行除草后再种植。一年
林的除草抚育工作应当在 10 月底前完成，同时，要确保年内两次
除草时间间隔 60 天以上；第二和第三年除草时，若当年只安排一
次，则应当在 7 月底前完成，如果安排两次以上，每次除草的间
隔时间均应当在 60 天以上。

（二）萌芽更新
桉树萌芽更新时，上一轮伐期出材率达到 8m3/667 ㎡以上，

且有效萌芽桩达到 75 株/667 ㎡以上，应当对第一代萌芽林进行保
留，并进行伐前抚育，不需要炼山。

1．定萌除萌。当超过 80%的萌芽条长度达到 1.5m时，便可
进行定萌，遵循去弱留强的原则，每伐根保留健壮、优势的萌芽
条 1 株。定萌之后，应当对多余的萌芽条进行去除。

2．追肥除草。桉树萌芽林应安排 3 次追肥，其中 1 ～ 3 年
林，应每年安排 1 次，对于上一年伐区在次年 6 月底前完成，当
年伐区造林可以按照具体的交付时间而定，通常在定萌后的 30
天内完成施肥即可。施肥方法与中幼林抚育管理相同，不进行累
述。除草共计安排 5 次，其中第一年进行 3 次，第二和第三年各
进行 1 次。一年林的除草时间可以按照伐区交付时间进行确定，
之后的除草，若是当年只安排 1 次，则应当在 7 月底前完成，安
排多次，每次除草

3．补植。桉树萌芽林需要进行补植时，具体的操作方法和
技术要点与植苗更新相同。

六、病虫害防治
（一）常见病害的防治措施
桉树比较常见的病害有以下几种：幼苗立枯病、青枯病、焦

枯病等。其中对于幼苗立枯病可在育苗时，用生石灰或是硫酸亚
铁对土壤进行消毒处理，由此能够达到预防该病发生的效果，发
病时可选用多菌灵进行喷施防治；针对青枯病，则应当选择抗病
害能力强的桉树品种，并在苗木出圃前对植株进行检疫，这样能
够达到预防的目的；焦枯病的发生与积水和密植有关，因此要加
强排水，并合理密植。

（二）主要虫害的防治措施
虫害对桉树的危害要比病害更加严重，并且防治难度也更

大，所以必须针对害虫的种类，选择适宜的方法。广西地区桉树
主要虫害有桉小卷叶蛾、尺蛾、白蚁等。在对桉小卷叶蛾进行防
治时，如果害虫的数量较少，则可以人工的方法进行灭杀，若
是害虫较多，则可用敌百虫进行喷施防治；尺蛾可以选用生物药
剂，以喷雾的方式进行灭杀；白蚁作为地下害虫，可用灭蚁灵进
行诱杀。

七、结论
综上所述，山地桉树栽培是一项较为复杂且系统的工作，

除了要做好植苗更新、清山炼山、挖坑施肥、苗木定植及抚育管
理等工作之外，还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常见的病虫害进行防
治，从而为桉树健康生长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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