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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木是我国常见的经济林树种之一，同时楠木品类

中涵盖多种珍贵树种，比如金丝楠、香楠、桢楠、闵

楠等均为楠木中的极品，市场需求量和交易价格较高，

因此大面积营造以上品类楠木人工林，可充分发挥该树

种较高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基于此，文章展开以下探

究，以楠木人工林营造与培育技术为研究重点，探究楠

木栽培和管理方法，旨在进一步促进楠木高产、高质。

一、楠木种类和生物学特性

楠木从生物学角度讲，可划分为香楠、紫楠、雅

楠、金丝楠、水楠等多个类型，无论哪种类型，均具有

纹理美观、木质较软，伸缩变形小，耐腐蚀，易加工，

色泽匀称等优点，是软性木材中最好的一种，多用于建

筑和家具原材料。且以上楠木生物学特性较为相近，均

为高大乔木，最高可达 30m，小枝较细，支脉呈圆柱形

或有棱角，树干通直，芽磷贴服长绒毛，颜色为灰黄色

或淡黄色，叶革质，少为披针形，宽度约为 3cm，长度

约为 10cm左右，先端渐尖，基部呈楔形，长度略短，

中脉下面明显凸起，小脉几乎看不见，叶柄较长，聚伞

状圆锥花序展开，每伞形花序约有 4 ～ 6多，花梗与

花等长，花期约为 4—5月，果实呈椭圆形，直径约为

6.5mm，长约 1.2cm，果梗微粗，果期在 9—10 月。

二、楠木生长特点

楠木对立地条件要求较高，喜湿耐荫，生长在山谷

冲击地和肥润的坡脚，气候温暖湿润最为适宜。如果立

地条件较差，楠木幼树不易成活，同时该植株幼年期生

长较慢，冠幅与其他速生树种相比较窄，更容易受到杂

草覆盖而影响成材。再加之楠木属于深根性树种，主根

与侧根可耐间歇性短期水浸，并在干旱季节有较强萌生

力，故在整个生长发育周期内，对灌溉量需求不严，但

要想使楠木长成大径材，必须以培育冠层、扩展侧枝为

目的，发挥植株顶端与顶芽优势，合理施肥，追肥才能

保证植株主干端直茁壮。可见，楠木作为市场需求量较

高的经济树种和相对珍贵树种。因此，在人工林造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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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必须为植株提供适生条件与生长环境，才能保证

植株成活率和植被覆盖率。

三、楠木人工林营造与培育技术

（一）种子处理

果实采收之后，应该除去外种皮，并且对种子进行

处理，通过药剂浸种和拌种方法，降低种子表面病原菌

数量，用清水浸泡 3min之后，将其放置于 1%福尔马林

溶液中浸泡 18～ 20min，浸泡时间不能低于 6小时，浸

泡温度约为 30 ～ 35℃之间；也可以利用 1%高锰酸钾

溶液进行浸种，浸种时间不能低于 20min，浸种温度不

能低于 50℃；也可以利用种子包衣剂，选择市面上常

见的杀菌药剂对种子进行包衣，可有效降低楠木幼苗病

虫害发生率。在播种之前，选择纯度为 92% ～ 99%之

间，含水量在 20% ～ 40%之间，千粒重 200 ～ 350g之

间的种子，便于后续出芽，提高整个苗圃楠木发芽率。

（二）轻基质育苗

在楠木大规模人工造林中，多采用轻基质育苗方

法。与传统种子育苗和扦插育苗相比，该种方法对人力

需求较少，且幼苗成活率高，当楠树长成大苗之后再进

行上山造林，其根系稳定，根须较长，具有一定吸水吸

肥能力，因此造林成活率更高。轻基质容器内部营养

成分为珍珠岩、泥炭土、椰糠，将以上三种材质按照

1.5 ∶ 2 ∶ 1的比例配置，必要时加入 0.5% ～ 1%的复

混肥，将复混肥稀释成 1500 倍液进行喷施（或滴施），

该种轻基质可保证土壤不板结，富含丰富有机制，有利

于保障苗木生长发育，且该种轻基质与普通土壤相比疏

松透气性更强，保水性能更好，因此可保障整个苗期楠

木生长发育良好。之后将配置好的营养土套上无纺布轻

基质育苗袋，装入塑料托盘，芽苗培育期间，施入 1%

磷肥，按照 1∶1000 的比例用水稀释，在 2～3叶期，

给予叶面喷施，保障基质湿度，并补充幼苗营养，在

全展叶期每隔 15 ～ 20d喷施一次尿素，稀释浓度约为

0.1%。同时，为保证苗芽不受烂根、基腐等病害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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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百菌清可施性粉剂，按照 1 ∶ 1500 比例稀释喷

雾防控，当苗高约为 45cm时可进行上山造林。

（三）选地整地

楠木人工林造林多集中于我国南方地区，尤其是广

东、广西和福建地区，人工林面积占比较大，但是以

上地区平原少，多山地丘陵，且坡度较大，局部地区土

层薄，岩石裸露，不适宜楠木大规模造林和幼苗生长，

因此造林技术人员应该选择地势较低，坡度较缓，土壤

有机质丰富、排灌方便地区作为造林地。之后根据地

质条件与坡度选择合适整地方法，通常情况下，坡度

低于 15°的平原地区，利用全面整地法，整地深度约

为 30cm以上，可有效提高土壤疏松度，超过 15°地区

多采用局部整地法，比如块状整地、带状整地，根据具

体地势和等高线分布情况确定整地深度，基本不会超过

25cm。

（四）移栽

移栽时尽量选择无风阴雨天，如果近期均为晴朗天

气，应选择上午 10点前和下午 4点后进行，尽量避免

阳光直射而导致根部叶片部位水分快速流失，降低幼苗

成活率。在移栽时，保证楠木根系舒展，不弯折，不堆

积，确保其更好地扎根于土壤，定植时施足基肥，基肥

主要为氮磷钾复合肥，施加量约为 1.5kg/穴，如果造林

地养分含量较低，营养物质含量不足，可以施加复合微

生物肥，施肥量约为 5kg/穴，如果在林地土壤性质以碱

性和中性土为主，可以施加硫酸锌 5g/穴，配合硫酸亚

铁 10g/穴综合施入。初始移栽密度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如地力较高、有机质丰富，可适当提高初始密度，约为

222 株/667m2，如果地力较差，营养物质缺乏，可降低

初始密度，约为 99株/667m2 左右。

（五）幼树除草追肥管理

根据楠木具体生长特性，可发现该树种对立地条件

要求较高，且初期生长较为缓慢，因此造林技术人员在

定植之后 3 ～ 5a内应对幼龄林进行集中管理和抚育，

避免幼苗因为杂草覆盖降低生长速度，使得楠木幼苗享

受充足光照并提高对外界不良环境因子的抵抗能力。主

要措施可概括为除草和追肥两个方面，其中除草目的为

降低林间杂草丛生率，避免其与楠木幼苗争水争肥争

光；追肥目的主要为提高树势，保证楠木生长速度和生

长质量，提高其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和适应能力，以此

进一步促进植株高产，强化造林成果。具体实施技术

要点为：除草。利用 70%氟唑磺龙水分散粒剂，或者

应用 3%甲基二磺隆悬乳剂、6.9%精恶唑禾草榴灵水乳

剂、40%肟草酮水分散粒剂等对杂草进行根除。追肥。

在定植的当年进行 2次追肥，分别为 5月中旬和 8月上

旬。第一次追肥施用量约占据总施肥量的 60%左右，

第二次占据总施肥量的 40%左右，肥料类型以有机-无

机复混肥为主（氮磷钾总养分含量超过 25%），地力较

差地区施肥量约为 0.4 ～ 0.8kg/株，地力中等地区施肥

量为 0.3 ～ 0.6kg/株，土壤肥力较好的地区施肥量约为

0.2 ～ 0.4kg/株。在定植之后的 2～ 3a，每年进行追肥

1次，施肥种类以单一养分配合肥为主，土壤肥力较差

地区施加量约为 1.5 ～ 2.5kg/株，土壤肥力中等地区施

肥量约为 1.0 ～ 2.0kg/株，土壤肥力较好的地区施肥量

约为 0.8 ～ 1.5kg/株。在定植后的 4～ 5a，2年内共施

肥 1次，施肥种类以有机-无机复混肥为主，施肥量与

第 2 ～ 3a基本一致。在整个追肥期间，施肥方法以穴

施法和放射状沟施法为主。其中，穴施法指在楠木基部

0.5 ～ 1m以外挖施肥穴，沿上下左右四个方向在树冠

投影下确定施肥穴规格（宽 35cm，长）1.5m ；放射状

沟施法主要指沿水平根的生长方向挖施肥沟，沟的规格

约为 15cm×30cm，挖沟时注意避开大根，以主根为中

心，沿上下左右四个方向施入，在下次施肥时避开之前

施肥沟，重新开采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四个方向施

肥沟，以此改变放射位置，促进根部养分吸收，扩大施

肥面的同时，起到增强树势的目的。

（六）间伐抚育

在造林 3 ～ 5a内，营林技术人员应该遵循楠木生

长规律，强化间伐抚育。由于楠木在幼龄林期间生产速

度较慢，因此，在幼林抚育时严禁打枝、修枝，如果剪

枝频次过高，修枝长度过长将直接导致树势衰弱，影响

后期幼龄年生长。因此，在楠木定植 2年内基本以提高

树势为主，从第三年开始，为保证树冠完全郁闭，应采

用抚育间伐管理方法，视具体楠木生长情况进行剪枝，

避免残枝、弱枝、双杈枝与周围生长旺盛枝争夺养分空

间。其间伐措施如下：一次间伐，为有效培育楠木大径

材，应根据楠木不同年龄阶段确定采伐强度，通常情况

下应该始终遵循间密留稀、砍小留大原则，在第一次间

伐时砍除病腐木，病虫木、风倒木，此时间伐强度约为

35%左右。二次间伐，此时营林技术人员应该根据去劣

留优原则，根据立地条件和生长性能确定采伐强度，如

果楠木生长性能较好，采伐强度应略有降低，约为 25%

左右，若生长性能差，立地条件差，应加大间伐强度，

约为 35%左右。

（七）病虫害防控

1.根腐病。根腐病是楠木大规模造林中常见病害之

一，多发生幼树，发病原因主要为造林地地势低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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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积水，导致出现水浸，在发病初期，叶片较为枯黄，

如果是主根染病，后续植株吸收水分和养分逐渐降低，

导致叶片部位萎蔫且不能再恢复生长，长此以往，根皮

与髓部分离，最终死亡，该种病害主要为真菌性病害，

爆发时间多集中于 3—5月。此时营林技术人员为有效

降低根腐病发病率，应该在定植之前对种子进行消毒，

利用 0.1%粉锈宁或者利用甲霜恶霉灵对苗床消毒，

一旦发生根腐病，应综合利用 77%可杀得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恶霜灵可湿性粉剂 400 倍液、3%广枯灵水

剂 1500 倍液、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1500 倍液，进行

综合性防治，每隔 7～ 10d喷施一次，一个半月以后更

换一种药剂，可有效提高防控效果。

2.象鼻虫。象鼻虫是楠木营造林中常见虫害之一，

该害虫虽然整个寿命只有三个星期，但是其繁衍后代的

能力较强，每年可繁衍 4～ 6代，同时其成虫在产卵之

前，在植株中组织上钻驻管状洞穴，在产卵之后，幼虫

经生长发育再次进行大量繁衍，可衍生出多代害虫，造

成象鼻虫大面积爆发。此时，营林技术人员可以利用象

鼻虫生活习性特征，在 7—8月化蛹时期，用药剂喷施

法，综合施加四聚乙醛颗粒，将其制作为毒饵，结合玉

米粉和豆饼混合搅拌，在其成虫活动期间施加到楠木林

地基部，以此降低虫口数量，或者利用硫酸铜溶液，将

其稀释成 1000 倍液，在地面喷施，或者施加甲氰菊酯

类药剂，将其稀释成 1500 ～ 2000 倍液进行综合防控，

也可以利用 90%敌百虫晶体可湿性粉剂 2000 倍液对叶

面进行喷施。还可以利用生物天敌防控法，在林间释放

节高蜂，释放密度为 10万头/667m2，以此降低象鼻虫

危害面积。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以楠木为研究对象，探究该种

树种的生长特性，给出科学造林与抚育方法。营林技术

人员应该采用轻基质育苗方法，根据地质条件与坡度科

学整地，移栽时施加基肥，并在定植之后 3～ 5a内应对

幼龄林进行集中管理和抚育，依据立地条件和生长性能

确定采伐强度，将物理防控、生物天敌防控和化学药剂

防控相结合，降低病虫害发生率和发生面积，最终实现

楠木高质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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