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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为响应“五位一体”发展政策，积极构

建良好的生态模式，应当将林业培育事业作为发展重

点。现阶段所采用的栽培技术能够有效提高树木的成活

率，但在病虫害防治以及生态保护上仍存在亟待优化的

方面。林业建设对我国提升经济效益以及构建良好生态

环境意义重大，对栽培技术进行优化升级，不仅有利于

提高树木的成活率，还能降低林木的培育成本。

一、生态模式下林业栽培技术的基础

（一）做好林业栽培前期工作

林业栽培前期准备工作包括：考察营林基地、选择

合适林苗以及营林基地优化处理。生态模式建设过程

中，首先需要对林业种植基地进行实地考察，后期的选

种以及育苗手段都是在林业基地气候环境的基础上进行

的。例如，林业栽培项目负责人可以组织“基地考察小

组”，对营林基地的气候条件、土壤类型、水资源条件

以及空气质量等因素进行调研，再结合经济效益以及栽

培效率等条件筛选出适合栽种的林木类型。例如，在气

候炎热干燥的营林基地，可以栽培阔叶类林木。其次，

优良的树种是构建良好生态模式的基础，在林业栽培前

期，种植人员需要根据当地气候环境选择适宜生长的树

种，并在同一树种中选出优良品种作为种苗。为了提高

林业栽培效率、降低林业栽培成本，可以建设小型林苗

培育基地，挑选具备娴熟培育技术的工作人员完成林苗

的筛选与培育工作。当林苗生长到一定规模时，可以将

其分批次迁移至林业培育基地，小型林苗培育基地的建

设能够有效提高林苗的成活率，且在林苗培育过程中，

可以对营林基地进行培土管理，进一步提高营林效率。

（二）对林木所需的生长条件进行严格把控

林木栽培过程中，需要对其生长条件进行严格把

控。根据生物学理论，水分、光照、微量元素以及土壤

微生物含量等因素会对树木的生长产生影响，因此，在

林木栽培过程中，营林人员需要对上述因素进行严格把

控。将林苗移植到育林基地过程中，完成林苗移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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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取人工灌溉的方式对其进行浇灌，保证林苗在移栽

初期能够获得所需的水分。应当避免将林苗移栽至较高

的林木下，否则林苗将无法获取到充足的光照，不足以

进行光合作用，会对林木的正常生长造成严重影响。也

可以采取在林苗根部周围覆盖塑料薄膜（薄膜上留有若

干个小孔）的方式，减缓水分蒸发。林木单位面积吸收

到的光照量，除了与光照强度有关，也与林木密度有

关。为保障每一棵树木能够得到充足的养分，需要合理

控制单位面积的林木数量。其次，可以通过培土的方式

来平衡营林基地土壤中的微量元素与微生物数量。例

如，可以在土壤中施肥来补充林木所需的微量元素，也

可以在林木周围种植其他类别的小型植株（或饲养对林

木无害的小型动物）来平衡营林基地的生态系统。

（三）定期监测林木生长状况

构建生态模式是一项漫长的工作，需要不断投入人

力与物力对所栽培的树木进行看护。为提高营林效率，

需要定期对营林基地内林木的生长状况进行监测。例

如，可以搭建无线林木生长环境监测系统实现对林木生

长状况的监测，其监测内容包括营林基地的空气质量数

据、实时光照强度、树木的高度变化量以及直径变化

量、树木表面生长情况等。可以在营林基地中排设空气

质量监测器，对周围空气质量、空气湿度以及光照强度

进行检测，并根据反馈结果，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其

次，可以在树木顶端以及树干周围放置测量仪，通过定

期获取数据差值来估计树木的生长速度。可以采用无人

机拍摄的方式了解树木表面的生长状况，根据类型对其

进行编号，借助无人机在树木树枝分杈处、树木表皮等

位置进行拍照，确定树木是否感染病虫害。

二、生态模式下林业栽培技术优化分析

（一）提高栽培基地的灾害抵御能力，降低培育

风险

与其他生态建设一样，林业栽培项目具备一定的风

险，其风险主要来源于自然环境以及栽培技术。自然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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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会对林业栽培项目造成难以估计且无法逆转的损害，

需要在栽培初期设置风险抵御系统。例如，对于刚完成

移栽的树苗，可以在树根周围放置支架，防止树苗出现

歪斜现象，并定期对其生长状况进行监测；可以在树

木表面绑上麻绳或者刷上防寒涂料，防止冻坏树干；还

可以购买相应的林业培育保险，用于抵御外界环境造成

的培育风险。还应当定期对树木的健康状况进行检测。

对生长状况出现问题的林木，予以及时处理，必要情况

下，可以将损坏树木移除。秋季是山火事故频发的季

节，在林业培育基地需要设置防火隔离带，当出现火灾

时，能够有效降低损失；可以在林业栽培基地设置若干

个监测点，并派遣若干名巡林员在监测点执勤，对林业

栽培基地的异常情况进行监测，以便能够有效采取相应

的处理措施。除此之外，林业栽培基地应当对育苗人员

进行技术培训，提高栽培人员的专业水平，避免因操作

失误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

（二）对林业培植期进行绿色化处理

在林业栽培过程中，土壤的恢复能力与树木对于土

壤的汲取能力往往无法达到平衡，因此，需要对传统

的林业栽培技术进行优化。可以仿照自然生态系统中的

动态平衡机制，对林业栽培基地的土壤环境以及气候环

境进行调整。例如，可以在林业栽培基地中引入小型动

植物促进生态平衡。该栽培方式称为复合型栽培技术，

在该生态模式中，小型动植物所需的生长养料来源于树

木，且不会挤压树木的生长环境。例如，在林业栽培基

地中投入若干只鸡、鸭、鸽子等禽类动物，禽类动物在

生长过程中，所产生的粪便能够丰富基地土壤中的微量

元素与微生物，进一步为树木生长提供充足的养分；而

树木生长产生的落叶枯枝以及害虫，也可以成为禽类动

物的食物，禽类动物与树木在培育基地这一生态系统中

实现了动态平衡。复合型栽培技术的引入，不仅能够提

高林木的种植效率，还能有效降低林木的栽培成本，提

升整体经济效益。

（三）建立林业栽培技术交流组织，共同打造良好

的生态模式

在推动生态模式建设过程中，专业的林木培育人才

以及科学的栽培技术是十分珍贵的。大部分地区缺乏科

学、绿色的栽培技术，有关部门可以建立林业栽培技术

交流组织，共同打造良好的生态模式。例如，每年可以

组织各地的林业栽培技术负责人到模范营林基地参观学

习，共同交流营林成果与经验。其次，有关部门可以定

期组织林业栽培技术培训大会，选取经验丰富的营林技

术人员担任主讲老师，向各个林业培育基地传授最为先

进、科学的营林方法。传统的林业栽培基地，也可以聘

请专业人才为该基地制定合理的营林方案。21世纪是一

个开放交流的时代，只有各个林业栽培基地的技术人员

不吝于分享个人的林木培育经验，才能更高效地建成生

态模式。除此之外，部分林业栽培基地属于集体劳动的

产物，营林建设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镇就业，

为乡镇人民提供多个就业岗位，栽培基地的技术人员应

当向当地的农民普及林业、农业培育知识，进一步为营

林创收。

三、生态模式下病虫害防治途径

（一）采取物理方式防治病虫害

生态模式下病虫害的防治手段必须契合绿色理念与

科学理念，避免在治理过程中对树木以及周围环境造成

二次损害。采用物理方式防治病虫害，即通过物理手段

消除病虫，降低树木感染病虫害的概率。首先，对于数

量较少、体型较大的害虫，可以采取设置捕捉网的方式

去除。在设置捕捉网的过程中，操作人员应当佩戴相应

的防护设备，避免自身遭到害虫啃咬，并降低捕捉活动

对于林业培育基地自然环境的影响。其次，可以在栽种

时期，对病虫害采取防治手段。例如，根据培育基地类

别，选择对该区域害虫抵抗性较强的树种进行栽培；或

将抵抗性较强的树木栽种于培育基地外围，从源头上降

低病虫害。除此之外，在树木感染病虫害初期，可以采

取隔离手段，进一步控制病虫害现象的扩散。例如，可

以在出现病虫害现象的植株周围设置防护网，并喷洒适

量的水，降低病虫害的传播速率。必要情况下，可以

移栽病虫害现象较为严重的树木，严格控制病虫害感

染源。

（二）采取化学方式防治病虫害

化学防控手段是指通过喷洒化学药剂，降低树木的

病虫害感染率。前文中所提到的物理防治手段仅对部分

病虫害现象有效，且防控效果一般，当病虫害现象较为

严重，对周围环境以及树木造成严重威胁时，可以采用

化学防治手段。当出现大面积病虫害现象时，首先应当

对病虫害类型进行鉴定，并选择合适的化学药剂进行喷

洒。化学防治手段具有见效快的优点，但是会对培育基

地周围环境以及树木造成损害，因此，在喷洒化学药剂

时应当遵循适量原则。应当在病虫害发生区域喷洒药剂

且短时间内尽量避免频繁喷洒，防止害虫出现抗药性。

在喷洒化学药剂之前，应当事先疏散培育基地周围群

众，且操作人员应当佩戴化学防护装备，避免化学药剂

对人体造成损伤；喷洒药剂应当分 2～ 3次进行，第 1

次向树木感染病虫害的区域喷洒薄薄的一层药剂，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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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0 分钟后对药剂喷洒区域进行观察，避免树木对该

化学药剂出现不耐性；后面的喷洒过程应当保持适量均

匀的原则，既能充分治理病虫害感染区域，又能降低化

学药剂对于环境的影响；药剂喷洒结束后，应当集中收

集药剂瓶，避免对周围环境造成化学污染。

（三）采取生物方式防治病虫害

生物防治手段是指利用自然界生长规律进行病虫害

防治，生物防治手段的原理是在病虫害区域投放该类

病虫的天敌，利用病虫的天敌来降低该区域此类病虫的

数量，以此达到防控目的。生物防控手段防控效果显著

且基本不会对生态环境以及树木造成严重损害，是介于

物理防治与化学防治之间的一种高效手段。但目前对于

大部分病虫害现象，生物防控仍停留在理论层面，需要

不断地对此投入大量的研究试验。生物防控手段主要步

骤有：确定病虫害种类、确定此类病虫天敌、获取该病

虫天敌并在病虫害区域投放以及整理防控现场。总而言

之，生物防治手段是最为有效的病虫害防治手段，但是

由于病虫害类别较多，且无法对全部类别病虫的天敌做

出确认，导致其应用难度大幅提升。

（四）加强对林木的病虫害监测手段

物理防治、化学防治以及生物防治这三类防治手

段，在实际应用中，林业栽培技术人员应当根据病虫害

类别以及病虫害感染率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防治手段。除

了要不断对病虫害防治技术进行优化，还应当加强林业

病虫害的检测管理。经大量研究案例显示，尚处于早期

的病虫害现象，其治愈率较高，因此，应当在日常培育

工作中，加强病虫害监测与防治管理。例如，应当大力

推广病虫害监测技术，使得基地育苗人员具备相应的检

疫能力，并定期对树木进行基础病虫害监测。其次，各

个区域可以设置多个林业检疫基地，并对跨地运输的林

木车辆进行检疫，防止病虫害出现区域性扩散。除此之

外，应当从源头杜绝病虫害现象。例如，在建设培育基

地之前，应当对基地周围进行病虫害检疫操作，对监测

到的害虫以及树木多发感染的病例等进行登记，并对移

栽的树木进行病虫害防疫处理，降低树木的病虫害感染

概率。构建良好的生态模式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经之

路，不断地优化栽培技术、提高病虫害防治手段是加快

林业建设的有效方式。

四、结束语

打造良好生态模式的直接手段是提高营林效率，选

择优良树种进行育苗，并为其提供优渥的土壤条件以及

适宜的气候条件，能够有效提高营林成功率。可以采取

构建育苗基地的方式保障林木的优良性，并结合各个林

业基地的土壤条件栽培林木。除此之外，林木的病虫害

防治途径也是打造良好生态模式的重中之重，常用的病

虫害防控手段有物理防治、化学防治以及生物防治，在

实际应用时，可以采取多种病虫害防治途径协同作用的

方式，降低林木的病虫害感染率，进一步提高林业栽培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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