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林业深受其影响，伐树用作造纸、
耕种、饲养家禽，大面积破坏植被，林业部门为恢复绿化面积推
出植树造林、人工育苗、移植苗木、栽培树苗的政策，以此来改
善环境。而在人工造林、移植苗木时会遇到许多问题，本文主要
对树苗的生长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此分析具体培育
措施。

一、林业工程培育苗木

（一）控制苗木生长环境
苗木的成长离不开温度、水分和光照。要注意不同苗木成长

需要的温度也是不同的，要严格控制好温度，光照促进植物进行
光反应与暗反应，水分促使苗木可以正常的新陈代谢，即适宜的
温度、适度的光照、适量的水分可以使树苗健康茁壮成长。

南北差异较大，所以不同地区的树苗生长环境亦是不同，即
树苗的培养方式也不同。部分荒漠地区风沙严重则应该重点关注
沙土流失的问题，需要加强对土壤的管理。如部分地区温度低，
风沙较多，为提高苗木的成活率应增加土壤的保温性和抗风性，
充分地考虑到土壤的物理性质，应对土壤着重管理从而提高苗木
的成活率。防治酸性土壤的解决办法是添加草木灰，而碱性土壤
则是添加松林土，因地制宜选择改善方法可以为苗木提供良好的
生存环境。对于较贫瘠的和肥力不够的地区多灌溉、勤施肥；对
于易发生泥石流、滑坡现象的地区应该利用遮挡物阻隔风沙进
入，避免苗木衰竭影响苗木的生长发育。不仅需要对土壤的性质
进行考虑，还要对气候、水质进行研究，以及对虫害带来的问题
做好充分地防治。

苗木生长过程中极易受外界影响。如女贞，它向阳喜湿，生
长过程中不需太多肥料，需要控制水分，幼苗在每天 9 ：00 左右
浇水，后期苗木以半月为期在 17 ：00 左右浇水施肥即可，生长周
期为 2 个月，其出芽期生存能力较弱，此时苗木的抵抗力弱，应
当悉心看护，当其成长一段时间后可适当放松管理，因为此时苗
木已拥有抵抗外力的能力；加强对苗木的管理工作，拟估一套从
幼苗期至成长期的方案，根据苗木生长情况进行调整；树苗生长
过程中还会出现倒伏现象，需从苗木技术处理方面入手；对于苗
木周边的杂草应做出处理，可以选择除草剂或是人工除草。

（二）选择最佳移植期
选取苗木树种后要对树苗的成长过程严加看管，对倒伏的树

苗架支架处理，在支架支撑力的作用下树苗会竖直成长；当出现
有树苗“抽条”现象发生时要找到原因并及时解决，避免植株枯
死；苗木度过成长期后要及时进行移植以防根系深入土壤给移植
工作造成困难。苗木应该在其休眠期进行移植，即每年 10 月至
次年 4 月；常绿苗木可以在其生长期移植，即每年 9 月至次年 4
月。夏季是苗木成活的淡季，春季解冻时，苗木的各项机能还处
于休眠状态，移植后成活率极高。发现苗木发芽及时移植，可提
高其成活概率；落叶苗木要先移植，而常绿苗木后移植；要明白
苗木移植的先后顺序，应是大苗先移植以防其根系适应土壤，小
苗后移让其多生长一段时间，防止因不适应土壤而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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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取优质种子
一棵树在种子时期就要严格挑选，种子的优良同样影响着

苗木的正常生长。选种时要对种子的外形和亮泽进行对比，对母
树植株的性状分离做充分研究，再结合地形选择优质的种子，培
育出优质的树苗。而在选种后要对种子的性状、颜色、饱满度做
调查并给种子做消毒处理，可用 0.1% ～ 0.3%硫酸铜溶液进行消
毒、将种子放在浓度为 1% ～ 2%的石灰水浸泡 24 ～ 36min等方
式消毒。制定一个从种子发芽、育苗到苗木的幼苗期的成长过程
的方案，将制作的数据与种子的成长记录做对比再推测出更优的
方案，培养更优质的、可以抗病虫、能抵挡自然灾害的苗木。

（四）正确地移植方法
移植苗木前要对树根进行处理，3cm以下的树根用手剪或花

撬修剪、对长度在 3cm以上的根系用手锯切断；移植落叶型树种
时必须做摘叶和枝条修剪处理；应在移植日最低气温，天气凉爽
时进行移植，移植时间段多为 17 ：00 左右；移植的树苗应带土，
土球直径长为苗木胸径 6 ～ 10 倍；若移植时间为夏季，可通过搭
建凉棚、路面洒水等方法来降低温度。

二、林业工程植树造林技术

（一）苗木虫害的防治
病虫害多发于 3 月，而春天是苗木大范围移植期，病虫的休

眠期，这极大地降低了病虫害的发生概率。冬季温度偏低，苗木
自身的抵抗力下降不足以抵抗虫害，使苗木轻易地出现病虫害。
此时若是发生虫害要及时治理，可以采用修剪枝叶、树枝的方
法，也可以喷洒杀虫药剂灭杀虫害。而在严冬病虫也处于休眠蛰
伏期，它们可能藏在土壤中伺机而动，即冬季来临时可以在树根
50cm处涂抹石灰水阻隔虫害，也可在苗木周边喷洒 50%辛硫磷，
有效消灭土中的虫蛹。而不同的树木需要采用不同的防治方法，
可以采取人工除虫卵和翻耕土壤的方法。当病虫害高发期来袭，
要提前做好监测工作，根据所处地理位置，制定科学合理地灭虫
方案，研究导致虫害的原因并加以改善，充分发挥林业部门的作
用改善环境和提高经济效益。

（二）树林的面积控制
在种植苗木时种植人员要制定一个面积规划，使其可以正

常生长发育且彼此间无竞争力，可以吸收足够的养分。设计山林
规划面积时要充分考虑到树苗的生活习性，并合理控制树苗的数
量，安排好苗木的间距和疏密度，再结合地形按土壤的性质划
分区域，还要将温度、水分、光照等因素作为参考编制到计划之
中。移植前应对该地块做相关调查，研究其是否可以移植目标苗
木，环境是否会影响其正常生长，最后还要考虑到该地块再次移
植后的成活率。观赏性树木以每 3 米一棵树为宜，道路两旁的树
木以一米间距最佳。

（三）移植苗木时需细心
在苗木移植期最重要的是要注意苗木的根系，它关系着苗木

的成活率。要熟练掌握移植苗木、树木造林的基本要领，并做好
移植前后的保护工作，避免移植过程中因不当的操作造成苗木死



亡或是损伤；观察移植后的苗适应的状态并记录数据，而因各种
原因损伤了苗木导致其成活率降低；应避免其发生碰撞和损伤，
多数损伤皆为人为；移植的树苗要及时植入新的地块土壤中，同
市区移植最佳，因为此时苗木的养分和水分流失最少其成活率最
高，而在运输中运输人员可以用喷壶适量喷水保持苗木的活性。
移植新的地点后要勤浇水施肥，悉心看护，对其成长状况进行观
察记录，并制定成长计划使其能茁壮成长变成一棵大树。

（四）控制化肥使用量
植物的生长离不开养分，而移植的苗木自身养分不足所以需

要外界施加化肥才能使其正常成长，而在苗木成长的不同阶段需
要使用不同种类的化肥。苗木的生长受树种的习性、苗木大小、
土壤与气候、肥料的种类影响。如：乔木，出苗期则以自身营养
物质为主要养分；而幼苗期需施加含量为 16.5% ～ 16.8%偏氮肥
的养料促进根系生长；速生期需要增加氮肥的用量和次数，并
按苗木数量配比磷钾肥的施加量，因为这个时期苗木需要养分最
多；硬化期苗木的根系和土壤进行连接需停止施肥以防其根系过
于深入土壤层，同时可以提高苗木的抵抗力。不同树木使用化肥
量不同，如松树的浓度配比 1 ∶ 4，稀释浓度使树木可以正常生
长。

土壤不同对苗木的施肥种类也不同，如砂质土壤稀疏化肥流
失较大，应少量多次施加有机肥，猪牛粪是最佳的肥料；而粘性
土壤空气流通性差，温度偏低，可适量施加马羊粪等热性化肥。
有些土壤需要改良才能移植苗木，如山地、盐碱地、贫瘠地等；
而对于土壤肥沃的土地可以适当施加化肥。

（五）植树造林的方法
1.播种造林。选取颗粒饱满，养分充足，无破损的种子来播

种，对土壤要求也较为严苛，土壤要有充足的养分和水分，其操
作简单易上手。但此法受环境的约束，后期管理较繁杂且成本较
高。

2.植苗造林。需要用根系完整的苗木进行移植，再结合地
理位置和气候选定造林方案，此法可以使苗木完整的保存下来成
活率极高。杨树种植间隔以 4m×5m为宜，采用植苗造林的挑战
就是需要拥有成熟的栽培技术，因为根系保存完整，所以栽培较
困难，在苗木运输过程中多加注意，防止苗木损坏导致成活率降
低，还浪费资源与成本。

3.分殖造林。其最大的优点就是操作简单，耗费时间短。分
殖造林划分为扦条造林、分根造林、插干造林和地下茎造林。分
殖造林：使用树枝和树干等为原料是实现造林；插条造林和插干
造林则是采取一颗树木的枝条来扦插到另一颗树木上来的方法；
而分根造林则是用正常生长树木的根系来造林，选用分殖造林的
好处就是其成活率极高，避免树木枯萎的情况发生。

4.人工播种。人工播种分为撒播、穴播。第一种撒播，多选
用普通种子，对种子和种植人的要求都不高，优点是成本低，工
作效率高；缺点是种子不曾被土壤覆盖所以成活率极低，会遭受
自然的侵害和还会被飞禽走兽吞食，出芽率低。第二种穴播，灵
活性强操作简单，只需掌握种子与种子之间的间距和密度即可，
撒适量种子然后用土壤掩盖。

三、结束语

林业工程的造林计划与发展离不开移植和人工培育技术，而
培育苗木的苛刻条件和移植后的成活率直接影响树林的面积。为
提高苗木的成活率需要综合考虑到种子的质量、移植的规模、化
肥活性和土壤的性质，还要制定一个符合苗木生长的方案，对其
生长过程详细记录，并有针对性地改善苗木管理，保障再次移植
苗木的成活率，还可以用上一批苗木的成长过程数据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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