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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具有存活率相对较高的诸多优势，在我国林业

建设中占据较大比例，加上其具备耐寒耐旱、适应力较

高等诸多优势，是造林管理活动实施期间首要选取的树

种之一。高度重视生态工程建设，尤其是在实际的杨树

造林技术应用期间，管理人员应通过不断优化和调整，

采用适当管理措施提升杨树的存活率，为后期杨树造林

管理水平的提高创设诸多有利条件。

一、杨树造林的重要意义

（一）提升杨树木材生产能力和木材原料林建设技

术管理水平

首先，杨树作为一种优良的树种，每间隔 8 ～ 12a

就能被人们采伐利用，在投资回收快的同时，一旦运用

于造林行业，能够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市

场上杨树林木的销售价格相对较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

了林农大面积进行杨树栽植；其次，科学合理的运用杨

树木材材料，能够制造大量的纸张和建筑板材；最后，

经过造林技术管理人员的不断优化和探索，相关人员摒

弃传统落后的栽植方法，合理运用杨树木材原料林建设

技术后，通过对大量林木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和后，能够

产生巨大经济效益，例如，在实际的技术应用过程中，

管理人员应及时将杨树苗株行距设定在 1.6m×1.6m左

右，即每亩地栽植 295 株后，在适当时期将苗株抚育

1～2次，通过合理的砍伐方式，达到预设的栽植效果。

（二）防风作用及防风林带建设

首先，在春秋季节，北方地区时刻处于大风干燥气

候，在适当区域栽植大量的杨树后，通过合理管控措

施形成相应的防风带后，能够产生较大的防风效果；其

次，应结合实际情况对杨树苗株行距进行合理控制，一

般情况下，株行距在 3.1m×3.1m左右，在每亩地栽植

74株后，确保其成品字形排列组合，栽植适量的杨树可

以明显提升其整体的防风效果，在此期间，林业管理部

门应在农田附近区域建设相应的杨树林防风带；最后，

针对我国北方地区，大多数以丘陵山地为主，在农田面

积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在小规模，小块农田的防风林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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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植在农田北边，甚至可以不栽植，大块农田，每隔

200m要栽植一条林带，这样才能促使大量农作物不会

受到风力等外界因素干扰。

（三）杨树的固沙作用及固沙林建设

杨树的根系最深能直达土地下部十几米乃至几十

米，在根系生长茂密的基础上，其在沙地生长能够达到

较好的固定效果，然而，进一步了解后发现，单独运用

杨树进行固沙产生的效果是远远不够的。在实际的固沙

林建设过程中，管理人员应统一运用杨树植株。榛子秸

秆建设在流动沙地附近扎成多个 1m的正方形网格。随

后在适当时间内栽种适量的柠条及沙棘等材料，在每

个网格内部栽植 7～ 9条柠条或者沙棘后，促使其每从

3～ 5株，一旦柠条或者沙棘在网格内部根系长达 1.1m

左右，就可以将流沙全面固定，这就为后期栽植杨树奠

定夯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杨树幼苗植株在初期成长阶

段可能不会适应干旱的气候环境，为了促进杨树根系健

康成长，应及时对其进行浇水施肥管理。

二、杨树造林技术要点

（一）合理选择树种

市面上的杨树品种相对较多，为了确保其在实际生

长期间能够达到预设效果，应根据杨树造林区域的自然

气候条件、空间环境及水文条件特点，在坚持因地制宜

的原则后，从区域造林目标为基准，在确保杨树品种能

够快速生长的基础上，积极采购适量杨树品质感。为了

及时了解并获取相关杨树品种的生长特点、适应环境，

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大量试验操作来全面掌握相关杨树品

种实际生长情况，从多元角度分析并判断其是否满足杨

树造林质量管理标准。此外，应统一运用先进的科学技

术，对杨树品种进行创新研发应用，通过科研人员的大

量实践和探索，及时培育出适量生命力强、生长速度较

快的杨树品种，尤其是在对杨树品种选择过程中，采购

人员必须具备实际的造林技术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结

合实际的情况合理的选购适量杨树品种，通过提前对其

进行质量检测后确保树种能够达到国家统一规定的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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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二）造林地选择

杨树的健康生长需要造林地等辅助条件的支持。首

先，在实际的造林地选择过程中，管理人员应通过大

量实践对造林区域地理环境、地质掐管控及自然气候、

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进行统筹规划，通过适当管理措施

收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信息。一旦造林区域的土壤相对

贫瘠，造林管理人员应予以高度重视，通过多元水土施

肥管理促使杨树健康成长。通常情况下，整个造林区域

的土壤厚度应保持在 1.1m以上，针对降雨量较为集中

的 1—9月，应根据地下水位的实际情况及时对其进行

调整。

（三）整地

首先，在选择适宜的造林地块后，管理人员应采用

适当管理措施及时对其进行整地处理，通过对林地区

域的土壤含水量和保肥能力进行统一规划调整后，促使

土壤结构明显改善，进一步为杨树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

环境；其次，为了杜绝大量病虫害对杨树造成的不利影

响，可以适当在翻盘土壤过程中在相关结构添加适量杀

菌药剂，促使杨树的成活率明显提升；再次，因为杨树

大多数被人们栽植于平原地带，在地势平整、宽阔的同

时，土壤结构厚度适中，相关人员可以采用整地模式优

化并调整土壤结构和空间环境，在投入较少人力物力的

同时，可以达到预设的管理效果，具体的整地耕作模式

如下：管理人员应采用适当方式对土壤进行翻耕处理，

将翻耕深度控制在 31 ～ 66cm左右后，如果整体区域的

土壤相对松散，应加深翻耕深度；最后，在科学合理运

用适当整地操作方式后，还可以在局部小范围造林区域

应用局部整地和穴状整地方式，确保严格遵守并执行国

家规定的整体要求后，提升杨树造林效果。

（四）造林密度

通过对造林区域密度进行优化和调整，能够促使杨

树能够快速成长，在整体质量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创

设更多经济效益。首先，针对造林区域地址簿较好的地

带，管理人员应将其视为优质的培育基地，并通过稀植

的方式进行综合管理，为了确保杨树枝叶能够获取获取

充足的阳光，并保持一定的透气效果，应采用统一的间

伐操作促使杨树树冠能够快速健康成长，例如，当造林

区域是渠路地带，可以采用边际效应方法，控制好林木

间距，当杨树间距超过 2.1m以上后，可以根据实际的

造林效果增加造林密度；其次，对于造林地质条件及空

间环境较差的区域，应统筹规划好造林密度，在进一步

考虑地下水位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管理措施促使杨树林

木快速生长。

（五）种植技术

第一，应及时进行定坑，通过杨树的株距和行距确

定植坑的具体位置；第二，应进行挖坑处理，当为正

方形的植坑形状时，应派设专业人员对坑附近的表层土

壤和底层土壤及时挖出；第三，应进行统一植树操作，

在植树操作环节应用之前，应按照特定比例在土坑内部

添加肥料，将树苗固定后，促使表面土壤和肥料有机结

合；第四，应及时进行浇水处理在保证回填土高于地面

的同时，应集中统一进行浇水处理。除此之外，应采用

适修剪方式对杨树苗根系进行统一处理，确保其在后期

种植过程中能够有效吸收肥料、水分。为了确保树苗能

够快速吸收大量水分，可以在树苗栽植之前提前对根系

进行浸泡处理，在实际的种植过程中，如果发现断根或

者根系损伤等情况，应立即进行修剪，在保证树苗植株

能够垂直栽种于土坑内部后，结合土壤深度和地下水位

情况对其进行综合管理。

（六）抚育管理

首先，在实际的田间管理期间，林业管理人员应统

一运用抚育方式及时排除外界各种环境因素对树苗生

长造成的干扰。例如，应保证农林间不能生长大量高杆

作物，在确保杨树植株和树苗能够获取充足阳光，并

采用适当林间通风管理方式确保林木能够快速生长；其

次，应采用绿色环保的手段对杨树林木进行统一的施肥

管理，杨树栽植人员应投入适当建设资金积极采购适量

的基础肥料和追加肥料，根据不同杨树品种的实际营养

需求，对相关树苗进行合理施肥，当土壤结构相对贫瘠

时，可以统一施加适量的营养肥料。例如，在实际的施

肥过程中，应采用适当措施进行浇水处理，并结合杨树

的不同生长周期对土壤结构进行松土处理，在进一步了

解杨树的生长习性后，制定多元杨树栽植管理方案，促

使造林工程顺利实施开展

三、杨树造林的病虫害防治方法应用

（一）蛀干类虫害的防治

当地政府及林业管理部门应对杨树造林病虫害的防

治管理工作引起高度重视，应通过大量实践深入杨树林

木内部，采用实地考察方式确定害流淌树液还是排出木

削期，一般情况下，对于此类病虫害，技术管理人员可

以合理使用药泥堵洞方法进行统一防治，与此同时，应

派设专业人员及时对适量造林林木进行统一检疫处理，

在及时发现林木内部潜在的病虫害后，达到预设的防治

效果。在实际的生活中，蛀干类害虫作为常见的害虫之

一，在实际的防治过程中，管理人员应摒弃传统的病虫

害防治方法，积极应用并合理采用“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的治理原则后，首先，在杨树幼苗成长初期，应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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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统一方式对灌木进行切割处理，在铲除大量杂草后，

提升其透光率和通风效果，当杨树林木内部含有相关蛀

虫类病害时，应使用 500 有机磷溶液注入到有蛀虫类病

害树干上；而在查杀天牛成虫时，可以统一使用 40%的

1000 倍乐果乳液对树干进行喷洒，以提升查杀效果，值

得注意的是，在对蛀虫类病害防治过程中，应积极应国

内外西方发达国家使用的生物治疗技术，并在林间散放

适量赤眼蜂、啄木鸟，在害虫逐渐被消除的基础上，提

升病虫害治理水平。

（二）食叶类虫的防治

对于食叶类虫的防治，杨树造林管理人员可合理应

用化学药剂，在对马拉硫磷乳油进行合理调配后，在

较短时间内杀死刺蛾等虫害，与此同时，对于食叶类虫

害，应重点关注此类病害的预防管理，应派设诸多技术

丰富的工作人员采用割除手段来对有病害存在的杨树弱

枝进行处理，有效的消除其存在的寄生越冬虫蛹，在对

越冬幼虫病害合理控制的基础上，管理人员还可以统一

使用细菌防治方法，在杨树叶相关区域喷洒适量浓度的

自僵菌溶液，达到病虫害防治效果，一旦病虫害真正出

现后，应投入大量资金采购适量杀虫灯诱杀食叶类昆虫

成虫，与此同时，及时将 1000 倍的马拉硫磷乳油、敌

百虫溶液等喷洒到杨树树冠上。

（三）灰斑病的有效防治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杨树诸多常见病害中，灰斑病

是一种常见的病虫害之一，一般其会经常依附于叶片、

嫩枝附近，通过肉眼观察多为水渍病斑，形成少量毛

点，在对杨树生长发育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后，严重时可

以直接导致其死亡枯萎，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优化和探

索，相关人员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对其进行治

理，即对扦插的密度合理控制，并进行幼林地与育苗地

应的轮作，在避免反复应用的同时，制定多元治理方案

对此类病虫害进行统一处理。进一步了解后发现，技术

管理人员一旦发现杨树的灰斑病症状较轻时，可以适当

喷洒洒代森锌 80%可湿性粉剂 600 ～ 800 倍液，在掺入

相关国光思它灵后，管理人员可以喷洒 50%的多菌灵，

每个月平均喷洒两次进行总共计喷洒 3～ 4次后，有研

究学者提出，使用 50%的多锰锌可湿性粉剂 400 ～ 600

倍液，8 ～ 11d喷洒一次，总计喷洒 2 ～ 3次后即可达

到预设的防治效果，而对于灰斑病较为严重的杨树，此

时技术管理人员应合理使用 51%的额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400 倍液，在统一运用 76%的百菌清 500 倍液后，及时

进行喷雾防治处理，在统一喷药 2～ 3次后，可以能够

对大量病虫害进行防治处理。

（四）溃疡病的有效防治

首先，管理人员应具备与时俱进的思想，不能仅凭

个人工作经验对溃疡病进行判断分析，通过大量实践及

时摸清并掌握溃疡病等病害的发病规律后，有针对性的

制定多元管理方案。进一步了解后发现，在初春季节，

溃疡病会在较短时间内促使树干患病区域产生圆形的褐

色病变，在逐渐发展成水泡后，会相继产生带有腥臭味

的黄褐色粘液，随着气温的逐渐回深，到了夏季，水泡

会相继破裂，并呈现凹陷的深褐色病斑，在阻碍树干水

分运输传递后，最后无法获取营养水分死亡，针对此种

现象，应坚持因地制宜的管理原则，聘请诸多实际工作

经验丰富的专家对造林技术进行统筹规划，采用多元造

林方案有效杜绝其他病害对杨树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其

次，应对杨树树苗的种植时间进行合理把控，采用统一

抚育及养护手段提升树木抗溃疡病的能力；最后，应通

过春、秋防治相结合的方式提高防治水平，例如，可以

合理使用 50%的退菌特 100 倍液、多菌灵 200 倍液及

30石硫合剂等积极控制并预防相关病虫害的发生。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杨树造林生态建设工作在实际运用中会

产生诸多积极有利影响。首先，当地政府及林业管理

部门应结合相应的计算机技术、大数据技术及信息化技

术，积极借鉴并学习国内外成功的杨树造林方式；其

次，林业管理部门可以投入适当建设资金定期举办适量

教育培训，通过线上交流、线下学校等多种方式提升工

作人员的综合素养，确保其掌握大量杨树造林理论知识

和实操技巧后，通过大量实践对相关造林技术进行自主

创新；最后，应重点关注杨树的病虫害防治工作，结合

杨树生长的地理位置、自然气候及其他水文条件，有针

对性的制定完整的病虫害治理方案，在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的基础上，促使杨树健康成长，继而为相关部门创

设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后促进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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