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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林业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林业建设也受到

国家的重视以及社会极大关注。目前，我国的林业建设在

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与重视之下，各项造林工程取得了令

人满意的效果，造林成活率基本达到了国家标准。

一、林木抚育管护工作的必要性

在造林的整体工作中，林木的抚育管理是最为关键的

工作之一。林木生长的好坏与质量都与抚育管护息息相

关，还直接影响幼林成活率与保存率，林木抚育还是缩短

林木生长周期的重要手段。在进行林木抚育管理的时候，

首先要从林木管护、土壤及补植等方面来进行，这样能够

为新造林创造出生长的优质环境，同时也能够促进林木的

健康生长，提高林木的经济效益。但是，在造林过程中，

由于幼苗较为脆弱娇嫩，且入土的根系较浅，从而容易出

现生长缓慢的现象，同时也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病虫

害、恶劣气候、人畜破坏等会对幼苗的生长造成严重的

影响。除此之外，杂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幼苗争夺生长

的养分，这些都会对林木的生长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需

要加强对林木的抚育管理。这就需要根据不同林木树种特

性以及土壤、所处地理条件、气候等因素来进行人为的干

涉，减少林木生长中的不利因素，提高林木的成活率以及

生长质量，从而巩固造林的成果，促进林业的发展。

二、加强林木抚育管护工作的措施

（一）翻土除草

翻土可增加土层与空气的接触面积，降低太阳辐射的

透过率，扩大太阳辐射的吸收，从而提高地质构造附近气

体的温度，可降低土层的导热系数，使白天土层温度高于

翻土前，夜间温度低于翻土前，则有利于树木的生长发

育。粉碎土层结块，松散林地表土层，提高土层的水溶

性，减少水分挥发，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这有利于根

系的生长发育，同时可以促进土壤微生物的活动，加速有

机物的溶解。翻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固土和蓄水，

对产水过多地区的土壤进行翻耕，去除土壤中过多的水

分，改善土壤透气性，提高土壤温度。

除草主要目的是消灭各种与幼林竞争的绿色植物，杂

草通常适应性强，易于繁殖。它具有快速占据养分空间，

捕捉和消耗大量水分和养分的能力。杂草和灌木的根状茎

相对发达、丛生，覆盖面积广，常产生一层致密的根状

茎，阻碍林木根状茎的自由屈伸。有些杂草甚至可以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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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物质，危害树木的生长发育。一些野草和灌木是一些

森林病虫害的中间宿主，是导致森林病虫害发生的关键。

（二）有机化学除草剂的使用

人工除草劳动效率高，工作效率低，增加成本，不仅

容易伤及苗木，而且费工、费时，往往难以将杂草除尽；

机械设备除草需要购买机械设备，维护机械设备，成本也

高；使用化学除草剂除草效果好，省工省力、成本低，因

而使用越来越广，但必须掌握有机化学除草剂的种类，以

确保选药得当，操作方法得当，才能收到显著的效果。

（三）林地浇水

是否需要灌溉林地取决于气候特征和树木的生长情

况，从树木的年生长周期来看，一般幼林根据土壤干旱程

度增加灌水次数，林龄越大，每次灌水量也越大，但次

数可适当减少。对杨树速生丰产林，一般每年至少灌水 4

次，返青水，3 月下旬树木发芽前；促生水，5-6 月枝叶扩

大期；夏季干旱时浇水，降雨多时可免浇；封冻水，11 月

份灌溉，促进根系的发育，使树木在生长期内有充足的水

分供应。枯叶后是否冬灌根据土层湿面积决策：从气候条

件来看，如华北地区 7-9 月降水集中，一般不需要浇水；

从树木生长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观察叶子的伸展和果实

的生长发育。根据 4 年生桐果树不同修剪月份的浇水试验

表明，7-9 月的浇水对土壤水分没有显著危害，对桐树的

地径和新梢生长也没有显著危害，每月开沟可显著提高十

填含水量，4 月浇水还可显着促进地径和新梢的生长发育。

（四）林地排水

1.排水产生的原因及实际效果。林地排水是森林地区

长期或季节性积水的工程措施。通过排水可以改善林地由

于土壤水分过多而产生的缺氧、低温和有机质难以分解等

不良现状，降低水位，促进林木正常生长发育，提高森林

生产力。林地经过排水管道，降低了土壤含水量，提高了

土壤养分构成和热值标准。

2.林地排水的方法。排水管分为明沟排水管和暗沟排

水管。明沟排水管道是在道路上开挖明沟，清除径流。暗

沟排水管道是将管道或其他填充材料埋入地下，制作地下

排水系统，将地表水降低至规定深度。一般排水沟的间隔

在 100 ～ 250m。

3.林地排水管道技术标准。当雨季或降水过多造成林

地蓄水，造成内涝时，应挖沟排水管；在河滩或洼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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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位高于树根时，必须想方设法排水，可在林地基坑

内开水管。为排水管道挖沟；土层黏稠，渗水能力差，由

于干燥黏土吸水率小，容易堆积和淹水，所以一定要做好

排水管道设备；盐碱土的深层土层含盐量高，随着水分的

增加会到达地表。如果经常蓄水，会使土层盐渍化，因此

必须注水淋洗。我国幅员辽阔，南北降雨量差异很大，整

个集中期的降雨量也不同，所以排水管道的条件也不同。

一般来说，南方地区的排水管道比北方地区的使用时间更

长，频率更高，尤其是在阴雨天气。北部地区 7-8 月被

淹，是排水管道使用的关键时期。例如，我国南方地区对

易涝害林地低洼地的排水治理水管理方法在技术上是：低

洼洪涝源头基础整治应以明沟为主导。排水管，并辅以田

间湿气沟或啮齿动物通道。临时排水管道防涝措施的标准

化是采用明沟防涝与埋地排水管道防涝紧密结合。

（五）林地土壤改良

随着林地大面积的种植林木，土壤肥力退化现象在不

断地加重，不仅现有已退化面积较大，而且水土流失、土

壤沙化、酸化等现象大多在继续扩展，因此为了促进林业

的发展以及维护生态平衡，林地土壤改良是相当有必要

的。从理论上讲，林地土壤改良有多个方面，包括土壤层

的施肥、林地凋落物的储存、绿肥作物的种植、树木的混

种、不同绿色植物的轮作和套种、耕地和培土。

1.施肥的重要性。用于造林的宜林地大多比较贫瘠，

难以长期满足林木生长需要，其微量元素等各种营养物质

极度缺乏，受森林主伐、清理林场、疏伐或修枝等自然或

人为因素影响，归还土壤的森林枯落物数量逐年减少，造

成有机质大量损失。为促进林木生长，通过施肥，可加速

幼林生长发育，提高林木生长速度，缩短成熟期，促进母

株紧实及其对病害的控制，达到生产目的发展趋势。施肥

还可以使幼林尽快关闭，提高树木的竞争力和林分抵御灾

害的能力。

2.林地施肥方式。在林果业生产中，化肥可分为基肥

施用和化肥施用两种。基肥用于植树造林、定植、栽苗、

移栽或造林前。山地林、经营林地主要是施肥。施肥分为

追肥、深施、施肥、田间施肥、根施肥。

（六）林地套种

林地套种又称林间套种，是指在林地间套种其他绿色

植物，灵活利用自然条件，使其既有利于目标区绿色植物

的生长发育，又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林分的环境效益，

增加短期盈利能力。林地套种可以达到以耕代育的实际效

果，在间作区种植间作物，如耕地、除草、施肥等，也相

当于爱护树木，达到促进植树造林的实际效果，促进林木

生长发育。林地套种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提高和保持林地标

准，为树木的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标准。我国森林间作

历史悠久。以前，间作作物主要是谷类、蔬菜和水果。

因此，当大家谈起林下种植时，往往被称为林农间作；如

今，林下种植种类繁多，间作作物不仅包括粮食和蔬菜，

还包括中药材。

1.林地套种的利弊。林下套种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从空间层次上是对土地的充分利用，有利于增加产

出，通过农作物种植，增加了从业者多项收益。其次，由

于覆盖率增加，透光率降低，太阳能利用率提高，微生物

产量增加。其弊端方面，首先加大了人力、物力、财力的

投入，加大了劳动强度和田间管理。再次，种植的农作物

和苗木会形成竞长，肥力也会被苗木吸收走，导致作物也

长不好，苗木也受影响。要预防这种弊端需规划好科学的

种植方式，确保作物和苗木不会形成太大的竞长态势。

2.耕地的合理利用。套种后，林地作物总根茎容量扩

大。树木和间作作物具有不同的根茎特征。它们在土壤中

的分布以及对养分和微量元素的消化吸收种类和总量也不

完全相同，因此可以得到更充分地利用。耕地。例如，泡

桐和小麦套种，泡桐的根多分布在 40cm以下的土层，而小

麦则多分布在 30cm以上的土层。

3.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覆盖林地的作物枝茎和土层

的根茎，在雨季能保持水土作用，减少地表径流，保持土

壤有机质，死根和枯枝可转化为土层腐殖质，吸收利用，

转化为新的肥料。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林业建设中，林木抚育是提高森林

质量，改善林木生长环境，提高生态稳定性的必要环节。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现有的森林资源也不能适应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要求。通过开展林木抚育工作，积极改善林木生长状况，

促进森林结构的合理化调整，不断提高林业产值，促进林

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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