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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造林是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型造林模式，其主
要是基于采伐需求，为实现森林面积不变的基本原则，通
过采育结合的方式，使良好生态环境得到维系。而雨季造
林是目前比较常用且有效的造林技术，有利于提高森林栽
植和培育质量，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本文以大沙
洼林场更新造林工作为例，林场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东港
区，是我国的 4A海滨旅游景区所在地。该林场主要开展森
林培育与经营、护林防火、林木良种选育与新技术推广、
引进驯化与推广、选育与审定、林木种质资源收集保护与
开发等工作。当地处于典型的暖温带湿润季风区大陆性气
候，具有明显的干湿两季，雨季平均降水量大 377.9mm。
因此在该林场的更新造林中主要采用雨季造林技术。

一、大沙洼林场基本情况
大沙洼林场为沿海防护林，主要地质为平沙地。受

海洋调节的影响，当地气候呈现多风、湿度大、雨量适
中等特点。年平均气温为 12.2℃，夏季平均气温可达到
23.9℃、冬季平均温度为 0.5℃。在降水方面，年均降水量
达 868.5mm，相对湿度为 72%。该林场的地势较为平坦，
多数土地属盐碱地、砂壤土，具有较弱的持水力和较强的
淋溶作用。目前大沙洼林场现有林地为人工林，适宜生长
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如水杉、黑松林、杨树等。其中黑松
林是当地的主要栽培树种，其在林场内具有林相整齐的特
点，树木高度在 9～12m，胸径平均为 12cm，郁闭度为 0.7
左右。该树种林下可生长茅草、野菊花、紫穗槐、莆草等
植物。水杉林是除黑松林外另一主要树种，其平均高度在
30m，相较于黑松林要高。平均胸径为 25cm，郁闭度可达
0.8 ～ 0.9。同时水杉林的林冠线较为整齐，林下适宜生长
鬼针草、二月兰等植物。

二、雨季造林的重要性
雨季造林是目前我国林业发展过程中，加快荒山绿化

的有效措施，通过强化部署雨季造林工作，能够有效提高
森林培育质量、强化自然环境的保护力度，其是林业可持
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举措。对大沙洼林场采取雨季造林方
式对当地林业以及生态环境良好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重要
性，可作为春季造林的补充，在实践中可取得良好效果。
首先，在雨季开展更新造林，有利于改善当地自然环境，
扩大林木面积，提高生态功能性能。其次，雨季造林能够
在高温多雨的条件下，湿度大、墒情好，提高苗木的成活
率和生长质量。但同时雨季造林也存在相对较大的难度，
比如可用树种较少、时间紧张等，因此大沙洼林场必须要
充分把握雨季造林技术，确保树苗成活率。

二、雨季造林技术分析
（一）选择优质树苗
在大沙洼林场的雨季更新造林中，应当注重选择优质

树苗。在高温多雨条件的限制下，并非所有树种都适合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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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应当严格按照时间以及地质等情
况，合理选择树种和苗木，从而在最大限度上提高苗木的
成活率，比如在大沙洼林场，结合其台地造林的特点，主
要是选择黑松，水杉等树种。当确定造林苗木种类后，则
要保障苗木质量，即选择适当的容器苗，其相比于其他育
苗方式，具有相对较高的种植成活率。同时在栽植时，需
保证苗木的根系较为发达，不得出现机械性损伤或者病虫
害等情况，促使其能够充分适应当地种植环境以增强抗性。

（二）把握造林时机
在雨季实施造林活动，还需正确把握树苗的种植时

机。林场相关人员应当实时关注天气变化，全面掌握雨
情，在下过几次透雨后再实施造林作业，尤其是在阴雨连
绵的气象条件下，其为最佳造林时机。同时栽植时间一般
选择在下午，目的是避免苗木直接受到太阳暴晒，有效提
高苗木的抵抗能力。另外在无雨或降雨不多的时间内，不
得开展苗木强栽等活动，遵循“雨不透不栽、天不连阴不
栽、雨过天晴不栽”等原则，防止树木成活率降低。

（三）确定造林密度及方法
在大沙洼林场的雨季造林工作中，相关人员必须合理

确定苗木栽植密度，从而提高造林效果。实施雨季造林工
程后，可控制黑松林的抚育强度在更新前林分密度的 10%
之内，即在修枝后保留冠干比为 3 ∶ 2，保证造林后密度
达到每公顷 2490 株，植株间距为 2m×3m。对于水杉林的
密度控制可在 7.1% ～ 8.8%之间，更新造林前的水杉林密
度为每公顷 2490 株，则可将雨季造林抚育密度设置在每公
顷 1665 株，植株间距为 3m×3m。

对于造林方法的把握，首先则是采用容器苗时，应当
在起苗作业中注重将容器袋的周边土进行挖除，促使袋内
的土体松动，不得直接用手进行拔苗。同时在栽植环节，
应当合理控制栽植的深度，尽量保障培土的深度高出容
器 2 ～ 3cm，不得将营养袋裸露在外面。并且在栽植苗木
前应当将营养袋的底部撕破。其次，当采用裸根苗进行造
林时，需在起苗前一天，对圃地实施灌水，开展起苗工作
要利用撅头刨深，保障苗木根系具有完整性，确保根部带
土，此时相关人员还应将细弱苗进行剔除，按照苗木分级
采用草袋进行包装，在随起随运的原则下及时开展栽植造
林活动。

（四）强化抚育管理
抚育管理是雨季造林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大沙

洼林场造林方式，应当强化抚育技术的应用。其主要分为
以下几个关键点：

1.做好穴面覆盖工作。即是造林后应当利用枯树枝以
及碎草或者石块等，全面覆盖穴面，以确保蒸腾失水现象
得到缓解。同时还需进行整穴工作，当造林后出现大雨，
相关人员要及时对苗木栽植情况进行检查，扶正被冲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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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木，确保成活率。如造林后无雨，可对裸根苗栽后 2～3
天进行浇水，有利于实现穴面保墒，促进苗木健康生长。
除此需及时做好林地清理工作，保障林地卫生良好，防范
森林火灾和病虫害。

2.科学开展水肥管理。在雨季造林中需要通过及时灌
溉保障林地土壤水分充足，相关人员按照树种、树龄、天
气情况以及土壤湿度等，进行适当的灌溉作业，促使苗木
根系始终在湿润状态下。另外按照林场土壤肥力现状，适
当进行基肥和追肥。一般情况在造林之前的整地环节，可
利用有机肥料或无害化学肥料作为基肥。在追肥环节，主
要是利用无害无毒肥料，合理确定氮、磷、钾的配比。在
追肥时，相关人员需科学采用追肥方法，当前阶段主要是
采用沟施方式，在树冠投影的范围外缘、种植行间等设置
宽度 20 ～ 25cm、深度在 20cm的沟，施加化肥后进行覆
土，改善土壤肥力状况。

3.定期进行松土除草作业。为保障苗木种植土壤的通
透性，更好的保蓄水分，应当通过松土措施，促使板结地
表破碎化。并定期进行除草，将苗木的竞争植物进行清
除，提高树木成活率。不过相关人员也要适当保留植穴
周边的植物，从而发挥庇荫作用，减少水分蒸发、降低
地面温度。在实际开展松土除草活动时，需要保障深度
适当，遵循里浅外深的原则，在本次林场中松土深度在
5 ～ 10cm，将锄松的土壤培到根系位置，在将铲除的杂草
覆盖在造林点，有利于降低地表温度、维系土壤湿度。而
且在杂草腐烂后能够为土壤提供充足的营养成分。

三、雨季更新造林的意见
（一）将人工与天然更新相结合
为有效达到更新造林的效果，应当采取先进的林业发

展观念和操作措施。对于造林工作应严禁实施单一的人工
更新，还要侧重森林自身的天然更新特性。针对大沙洼林
场造林工程，应当坚持人工更新为主，将人工与天然更新
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在实践过程中应当按照不同的立地条
件、林分生长情况等，实施不同的造林更新方式。可基于
分类经营的基础思想实施分类更新，比如对当地重点公益
林建设区、自然保护区等实施封山育林，并积极开展人工
造林、退耕还林等，禁止砍伐，以全面保护和恢复森林植
被。对于一般的生态环保护区，应当注重强化森林资源管
护和培育，并按照实际林业经济发展需求，适当开展间伐
或者择伐等，并发展林下经济，科学开发和利用林间资
源。对于商品林的更新造林，主要是以集约化经营为主，
加强用材林的更新建设。在雨季造林工程中，还有充分把
握提前整地、适时适地种植、强化管护等环节，确保人工
与天然更新有机结合。

（二）优化设计人工更新造林
对人工雨季更新造林工作的开展，需要基于我国现行

政策及管理条例，严格把控质量，优化设计造林工程。其
中应当注重发挥小班作用，通过合理的小班区划、落实技
术措施，提高更新造林的可操作性，重点控制林木栽植密
度，保障造林质量得到有效提升。所以大沙洼林场要充分
贯彻落实林业经营管理体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落实管
理责任到具体个人，并与绩效相挂钩。在此基础上，对人
工更新造林进行科学规划。首先则是充分了解和掌握林业
造林设计规程，规范设计行为，采用先进的生态保护思
想，优化设计苗木种植密度，严格按照立地因子、林种和
树种因素，并且保障栽种分布要具有均匀性。其次，要根
据当地实际条件合理安排造林树种，以适地适树为原则，
确保苗木成活率。并优先考虑针阔叶与人工促进天然更

新，以此节省造林成本。再次，应当强化造林设计监督，
制定严格、规范的审批制度，最大限度的保障造林设计规
划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最后，应当注重提高设计人员的
专业素养，通过对其开展定期培训、定期考核、资质审查
等，提升专业技术能力，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开展设计规
划，保障雨季造林作业的科学性。

（三）制定科学合理的采伐制度
更新造林工程的实施，需要在林木更新的基础上进行

造林。因此林场管理人员需要制定科学适当的采伐制度，
是在采伐区的管控工作中，必须严格按照我国相关政策和
管理制度，确定合理的采伐方式，注重保护幼树，避免造
成资源浪费。同时应当进一步加大人工更新的比例，实现
当年或次年更新紧跟采伐速度，尽量缩小采伐与更新之间
的差距性，形成采育结合的新格局，保持森林面积始终在
红线之上，满足社会需求和生态发展的条件。在此基础
上，林场管理人员要结合实际情况，确定采伐区和保护
区，并针对采伐活动进行严格监管，避免超标采伐，促使
更新速度与造林速度相适应。

（四）建立更新造林技术档案
为有效推动更新造林工程开展的科学性，有效保护森

林资源，应当以林场为单位，建立相关技术档案，并以小
班统计为主要手段，定期对每年的更新造林活动进度进行
调查，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相关数据，形成完善的技术
档案。其中要涉及更新造林工程实施位置、方位、造林树
种以及数量等。通过汇总档案可充分反映出林木更新与采
伐之间的关系，为后续造林活动设计提供科学依据，确保
更新造林任务的顺利实现。另外一方面，通过利用信息化
手段建立更新造林技术档案，能够动态采集造林信息，更
全面的掌握林木栽植的成活率和保存率等指标，进而有利
于评估更新造林效果，及时发现成效较低的区域，及时采
取补救措施，提高林场管理水平。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我国林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形势下，

雨季造林技术具有提高苗木成活率的显著优势。因此相关
林场在开展管理和森林抚育工作时，应当结合其自身实际
发展目标，积极应用雨季造林技术，通过合理选择优质树
苗、选择最佳造林时机、确定造林密度及方法、强化抚育
管理等要点，切实提高造林效果。同时为保障林场更新造
林的有序开展，提高工作成效，还需综合考虑将人工与天
然更新相结合、优化设计人工更新造林、制定科学合理的
采伐制度、建立更新造林技术档案等意见，进一步完善林
场发展管理体系，充分发挥更新造林对林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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