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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绿色环保理念的普及，人们对生态宜居环境的

需求越来越迫切，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移

植栽培技术是将生长到一定阶段的树木挖出并移植到适

合区域，对其进行栽培管理，达到改善环境、美化环境

的效果。移植栽培技术核心是移植和栽培，为了保障林

业树木的健康成长，推动生态环境建设，相关从业人员

应当积极探索绿化树木的移植栽培技术，加强树木的栽

培管理，不断提高绿化品质。

一、林业绿化应用移植栽培技术的作用

首先，有助于提高树木移植的成活率。据相关调查

显示，当前林业绿化成本不断增加，但是树木移植栽培

的成活率却不高，城市生态建设中绿化工作开展受到一

定阻碍。而应用移植栽培技术，不仅能够提高树木的成

活率，而且能降低林业绿化成本，更好地满足林业绿化

工作的要求，保障林业绿化的有序开展。新时代城市建

设发展中，对林业绿化技术要求不断提升，相关工作人

员要积极探索和应用移植栽培技术，才能保障林业绿化

树木移植工作的高效开展，推进城市生态建设进程。其

次，有助于保护珍稀树种。在林业绿化中，科学合理的

应用移植栽培技术，严格按照相关技术标准进行操作，

能够改善珍稀树种的存活率，更好地保护珍稀树种，保

证林业绿化工作很好的落实，促进林业绿化工作更好地

发展。珍稀树木对移植栽培技术和栽种环境的要求非常

高，在林业绿化工作中移植栽培珍稀树木时，相关工作

人员应当充分了解不同珍稀树木的特征，明确他们对环

境的要求。在具体栽培时，选择适合的技术进行移植栽

培，从而有效提高林业绿化中珍稀树种的移植栽培质

量。最后，有助于改善和美化城市环境。林业绿化树木

具有防尘固沙、改善空气质量等作用，合理应用移植栽

培技术，能够为树木健康生长提供保障，将林业绿化树

木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提高城市空气质量，有效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推动城市生态建设。此外，林业绿

化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可以根据树木特征合理规划树

木移植栽培工作，设计出配套的园林景观，与城市环境

相协调，起到美化城市环境的作用，为城市居民提供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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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生态文明环境，更好地满足人们对城市环境的需求。

二、林业绿化树木移栽技术应用的基本原则

（一）因地制宜原则

林业绿化树木移植栽培工作受到气候、土壤等因素

的影响，因此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树

木。在树木移植之前，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实地调查当地

的土壤、气候、温度等条件，选择适合的树木进行移植

栽培，保障树木的健康生长。因此，林业绿化树木移植

栽培技术应当严格遵循因地制宜原则。

（二）整体性原则

林业绿化树木移植栽培技术对城市发展有重要作

用，不仅能够防风固沙，避免水土流失，而且还能改善

城市生活环境，推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因此，林业绿

化树木移植栽种技术，既要考虑生态效益，又要注重长

远发展，立足城市整体发展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并

且在实际树木种植中落实到位。因此，林业绿化树木移

植栽培技术应当严格遵循整体性原则。

（三）科学种植原则

林业绿化树木的种类较多，树木种类不同，生长速

度不同，对自然环境的要求也不同。从业人员确定好树

木种类后，需要根据当地环境条件科学种植树木，根据

树木生长需要提供必需的养料，保证树木正常生长。同

时，应用移植栽培技术，还应当按照标准定期为树木修

剪，保证树木生长的科学性，进一步提高林业绿化树木

的经济效益。因此，林业绿化树木移植栽培技术应当严

格遵循科学种植性原则。

三、林业绿化树木移植栽培技术

（一）树木种植前的准备工作

在林业绿化过程中，要想提高种植质量，实现良好

种植，必须要做好树木种植前的准备工作。一方面，从

业人员应当对要种植的地区进行系统调查与研究，充分

了解居民生活环境，选择适合的树木，明确需要种植的

数量，为树木的存活率提供基础保障。另一方面，从业

人员要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种植规划，明确种植树木之间

的距离和树坑的深度，确保树木的正常种植，避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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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的出现。

（二）选择栽种树种和栽种时机

林业绿化树木移植栽培，需要严格遵循因地制宜原

则，可能适合地方生存的树种，同时要调查树木移栽地

方的土壤情况，根据树木的栽种要求控制好坑穴的深度

和宽度，既要符合树木大小，又要保证树木根系能够获

取地下水分补给，确保树木的存活率。其一，在栽种过

程中，需要根据城市园林规划要求，选择尺寸适合的苗

木，使其与城市景观相协调，提高林业绿化的观赏效

果。其二，要选择树苗顺直、树冠丰满、树体挺拔的苗

木，这样的苗木生命力较强，同时要认真检查苗木树

干、根系，确保苗木整体无病虫害和机械损伤。具体栽

种时，可以栽植同一品类的苗木，展现出园林景观的整

齐性；可以栽植不同类型的苗木，展现出园林景观的秩

序感。其三，要根据树种发育规律选择栽植时间。通常

林木按照季节进行栽种，在秋末和初春移栽，具有较高

的成活率；按照反季节栽种，树木长势良好的话可以选

择阴雨天移栽。但是部分树木移栽后的成活率不高，针

对这一情况，可以选择在冬季土壤封冻之后再移栽。但

是需要注意的是，苗木移栽不宜选择夏季。

（三）树木培育阶段

林业绿化树木培育期间，对移植栽培技术的要求非

常高，相关工作人员应当科学应用移植栽培技术，才能

保障树木培育工作质量。树木培育工作直接影响树木的

生长情况，但是一些工作人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树

木培育工作不够重视，虽然完成了树木培育工作，但是

却没有提高树木成活率，严重影响了后续的树木移植栽

培工作。因此，在树木培育阶段，相关工作人员应当重

视树木培育工作，根据树木培育技术相关要求，科学开

展培育工作，提高树木培育质量，切实落实林业绿化工

作，保障林业绿化树木移植栽培工作的顺利开展。为进

一步提升相关工作人员的移植栽培技术，一方面，要对

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的技术培训。另一方面，要强化

责任制，提高工作人员在进行移植栽培过程中的责任意

识，尽量降低和避免因移植和栽培造成的树种不成活的

现象出现。

（四）树木移植阶段

林业绿化树木移植工作，对移植技术要求非常高，

需要工作人员给予高度重视，运用专业化技术，才能提

高树木成活率，保障树木移植工作的高效开展。因此，

林业绿化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加大对树木移植工作的重

视程度，制定合理的移植工作计划。同时工作人员应当

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行为，严格按照移植要求，在树木

移植过程中应用专业移植技术，致力于树木移植质量和

移植效率的提升，推动林业绿化工作的顺利开展。

这里特别强调移植栽培树苗的修剪细节：乔木的修

剪最基本的核心是尽量保留乔木的原始状态。首先，确

定乔木主干，从已经长出来的众多的芽苗当中只选择 3

到 4个侧枝，分清主次，尽量保留乔木的原状态。对于

难以分清主次，不能准确地定位主干的乔木，可以将较

粗的枝干作为主干，对旁边的小细枝进行修剪。合理的

树木修剪方式和技巧，既能够有效地防治病虫害，又能

够通过枝叶疏密的调整，保证给整个树干和枝叶都有足

够的阳光照射。对于灌木类移植树木的修剪，要做到以

下几点：一般不修剪带土的根球，主要修剪枯枝和已经

被病虫害侵蚀的枝叶部分。对于枝叶特别茂盛的大型灌

木，要进行合理的疏枝。在完成嫁接之前要将刚刚萌生

的小嫩芽剪掉。攀缘类苗木要根据可能的攀缘方向留出

空间，方便灌木生长延伸。

（五）土壤处理阶段

林业绿化树木栽培之前，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根据树

木实际需要处理需要栽培的土壤，为树木栽培和成长提

供优良的土壤环境，促使树木栽培成活率的提升。其

一，工作人员要提前对树木栽培地方获取土壤样本，拿

到实验室进行监测，对土壤的营养成分等进行系统化的

分析和了解，根据将要栽种树木的特征，改良土壤条

件，更好地满足树木生长需要。其二，工作人员要做好

地形处理。根据林业绿化树木移植栽种工作规划，整理

需要栽种地方的地形，为树木移植栽培提供基础保障。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能会给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工作

人员需要一边整地一边洒水，尽可能地减少环境污染。

其三，工作人员要做好翻耕处理。根据需要栽培树木的

生长特点，工作人员要合理控制土壤翻耕的深度，在翻

耕过程中要将土壤内的杂物清理掉，确保移植栽培土地

的坡度与平整度符合树木移植栽种的实际需求。

（六）起苗与运输阶段

在完成树木移植和土壤处理工作后，林业绿化的工

作人员应当开展起苗和运输工作。在起苗和运输过程

中，工作人员要注重保护树木的树根，起苗时不能破坏

树干和根部，还要在树根处保留一些泥土，同时用塑料

薄膜对这些土球进行保护，运输时也要做好树根的保湿

工作首先，在起苗阶段，工作人员要做好断根处理，尤

其是对大数进行移植时，需要先将树根切断，使新生根

在土球里，才能保证移植栽培的成活率。在断根处理过

程中，工作人员应当借助生根粉加强对树木根部的养

护，然后再挖掘断根，同时在根部断开出涂上愈合剂，

防止根部感染。另外，工作人员还要做好土球处理，根

据树木实际情况把控土球的尺寸，加强对树木根部的保

护。其次，在运输阶段，工作人员要提前准备好稻草

绳，将树木根部的土球包裹起来，做好树木根系的保护

工作。在搬运过程中，工作人员要轻拿轻放，做好固定

措施。同时，在运输车辆的外部盖遮阳布，定期向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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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水，避免树木水分过多流失。

（七）树木种植和养护管理

将移植好的树木运输到栽种现场之后，需要尽快安

排栽培。种植穴的挖掘：一方面，要确保种植位置没有

光纤电缆、地下管道等设施和设备。避免出现在挖掘过

程中遇到障碍物阻碍挖掘，造成基础设施损坏。如果确

实在挖掘过程中遇到了障碍物，要及时联系相关部门，

造成损坏的，及时补救。没有造成损坏的，及时重新选

择新的种植穴位置。要根据移植树木的具体情况，比

如：冠型的大小、根球的大小等等来选择合适的种植穴

位置，确定要挖掘的种植穴大小。并且，移植和栽种完

成之后要遵循先埋土后浇水的原则。对于新移栽的树

木，必须保证充足的水分供应，主要做好地上保湿和土

壤保湿即可。地上保湿可以运用树冠喷水、包裹树干等

措施，土壤保湿需要运用浇灌方式，保证低下土壤的湿

度。如果栽种树木地方的降雨多，需要做好排水处理；

如果栽种树木地方的降雨少，则需要定期浇灌。在树木

种植后工作人员需要做好树木的固定工作，及时给树木

培土，避免树木根系不稳而摇晃或倾斜，被大风吹断，

保证树木根系正常生长。在树木生长过程中，需要进行

修剪工作。移植栽培完成之后，要增加巡察频率，对因

各种因素造成的树斜、树倒等情况要进行扶正、覆土和

压实。针对单纯扶正无法保持树木稳固的情况，可以采

取假设辅助工具的方式来加固树木稳定性。通常林业绿

化树木种植的种类不同，为了达到理想的景观效果，需

要定期对树木进行修剪，根据实际需要对树木的主干和

枝干进行适当的修剪。除此之外，相关工作人员还要科

学施肥。在施肥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当根据树木特点制

定合理的施肥计划，明确施肥时间，定期给树木施肥，

保障施工工作的高效开展，将树木移植栽培工作切实落

实到位。树木主要是靠根部的根须来实现营养吸收和水

分吸收的。但是涉及移植后栽培的树木，根部根须会有

不同程度的损伤，造成根须受损或者是根须过少，影响

树木的根部营养吸收。这个时候就要有意识的催发新

根，可以使用促生长的生长调节剂助力新根生发和树木

生长。待到树木长出新的嫩芽，只保留生长位置合适且

长势较好的嫩芽，其他嫩芽部分摘除，防止过多嫩芽争

抢营养，也防止不良位置的嫩芽抢到更多的营养，长势

迅猛，影响树木的美观度。

苗木移植后的栽培期是育苗的关键时期，而且这个

时候苗木的抵御能力会相对较弱，一旦产生病虫害或者

是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造成的影响都会是非常严重

的。林业绿化移植栽培的树木在生长过程中，工作人员

要做好养护管理工作，即定期除草和喷洒药剂，一方面

是为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树木生

长必需的养分。在除草过程中，工作人员可以选用除草

剂或者除草机等除草方式，去除树木周围的杂草，避免

杂草抢占树木的养分；在喷洒药剂时，工作人员应当树

立无害化防止理念，用科学的方式防治病虫害，根据实

际情况选用适合的处理方式，避免林业绿化树木遭到病

虫害的侵害，保障树木的正常生长，进一步改善城市生

态环境。也可以通过在树干表面涂抹石硫合剂来防止病

虫害，通过提前浇足防冻水来防止冻伤。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生活

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绿色环保理念逐渐普及。林业

绿化树木移植栽培工作符合这一理念，林业部门应当正

确认识到移植栽培技术在林业绿化树木种植中的重要作

用，严格遵循应用树木移植栽种技术的基本原则，要求

相关工作人员做好树种选择、树木培育、树木移植、土

壤处理、起苗与运输等工作，不断提高林业移植栽培树

木的成活率，同时做好树木栽种后的养护管理工作，确

保树木的正常生长，推动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岳.基于城市绿化树木移植栽培技术分析[J].新农业，2022

（01）:95.

[2]曾雪花.青海云杉大苗的移植栽培与管理[J].种子科技，2021，39

（24）:94-95.

[3]任文元.辽北地区油松山地育苗与移植栽培管理技术[J].基层农技推

广，2021，9（10）:88-90.

[4]张芳.林业绿化树移植栽培及其养护管理技术浅析[J].南方农业，

2021，15（23）:60-61.

[5]杨介良.杨树树苗移植栽培技术要点[J].新农业，2020（20）:37-38.

[6]魏胜强.青海云杉大苗的移植栽培与管理[J].农业与技术，2019，39

（23）:66-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