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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起，我国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区开展营

造林建设活动，起到保持水土、防风固沙、保护环境等

作用。建设林业营造林就是通过科学合理地栽种树木来

突出体现其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因此为提升成效，应

充分提升对营造林质量建设的重视，选择最佳树种并在

适宜区域进行合理种植，实现对一系列先进技术的综合

应用，进而提高地区绿色覆盖率，起到促进环境改善、

缓解水土流失、减少自然灾害的作用。

一、强化林业营造林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营造林建设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及推动社会发展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作为绿色工程项目，建设营造林的目的就是涵养水源、

防风固沙，进而推动生态环境处于平衡状态。因此，开

展营林造林活动以及加强营造林技术的应用，可以在最

大限度上保护生态环境，进而为人类生存及社会发展提

供良好的环境保障。例如，为提升生态保护成效，安徽

省宣城市宣州区通过召开座谈会，针对人工造林、林业

站建设、生态护林员管理等方面工作展开部署，定期开

展森林覆盖率和林地保有量的评估工作，同时围绕《宣

州区关于统筹开展造林绿化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文

件部署，发挥营造林建设的生态效益。

（二）推动地区经济建设

传统林业在发展过程中以单一的木材消耗为主，当

前我国林业建设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伴随着

林业营造林技术的完善与创新，因此也创造出更为突出

的林业经济效益。林业营造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改善区

域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升。特别是通过种植一些珍稀树种，可以产生更大的经

济效益，对地区经济建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林业营造林关键技术

（一）适地适树

在进行营造林建设的过程中，最基础的环节就是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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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因地制宜原则来进行苗木的栽种，同时还可以为后

续环节的推进奠定基础。在开展营林造林之前，林业工

作人员需要先对苗木栽培环境加以了解，提取区域环境

中可能影响苗木生长的要素并采取相应的把控措施，在

此期间应保证信息获取的全面性与准确性。值得注意的

是，苗木种植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属于长期过程，因此不

能在短时间内对其造成比较明显的改变。基于这样的情

况，林业工作人员应以外部环境作为工作出发点与落脚

点，切实提升营造林建设措施的可操作性，为相关工作

的推进提供科学保障。一般来说，我国进行营造林建设

的手段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分别是植树造林、分殖造林

以及播种造林。其中，植树造林的应用十分广泛，具有

操作便捷且生长速度快的特点，同时采用这种办法种植

苗木也三种手段中成活率最高的。分殖造林自身具有较

强的独特性，因此在操作上具有一定难度，因此在开展

相关工作的时候往往需要由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人员来

完成，确保可以最大限度上发挥出该项技术的优势。与

此同时，分殖造林这种方式苗木种植的外部环境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通常需要在湿度较大且土壤质量好的地

区实现，否则不仅会限制苗木的生长速度，严重的时候

还会影响到其整体成活率。进行播种造林的时候主要是

通过飞机或其他工具将苗木种子播撒到指定区域内，这

种方式的优势在于操作过程比较简便，可以在不具备先

进技术的基础上实现。但同时，这种方式也具有一定弊

端，若林业工作人员不能及时对散落地上的种子进行抚

育工作，则很容易造成树种的浪费情况。

（二）整地造林

进行整地造林的主要目的是提升苗木成活率，同时

有针对性地对土壤情况加以改善，为营造林建设工作提

供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林业工作人员需要对土地进

行有效的治理，对养分、酸碱度等进行调整，进而实现

土壤质量最大幅度的提升。通常来说，改善土壤环境的

手段主要有两种，分别是全面整地和局部整地。其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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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整体就是将造林地点的全部土壤进行翻耕处理，这种

方式主要应用于地势平整的地点；而局部整地则是对部

分区域的土壤进行处理，通过块状整地或带状整地等方

式来提升土壤质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可

以采取全面整地和局部整地有机结合的方式，以提升整

地造林的质量与效率。

三、林业营造林技术的应用实践

（一）安徽省气候及生态区位情况

安徽省在地形地貌上呈现出南北长、东西窄的特

点，形成平原、丘陵、山地相间排列的格局，具有西、

南高，东、北低的地势特点。安徽省为暖温带和亚热带

气候，四季气候特点比较分明，气候温和，日照充足，

年平均气温为 14 ～ 17℃，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71%，年

平均降水量为 750 ～ 1700mm。安徽省土壤类型十分多

样，土壤地质结构也比较复杂，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水平

和垂直分布规律。对于河流的分布来说，淮河、长江贯

穿安徽省，且境内还有众多支流分布，具有着十分重要

的生态区位条件。这样的环境下，营造林建设工作在安

徽省林业生产中体现出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营造林设计

现阶段，我国对林业发展及营造林建设工作的重视

持续提升，要想有效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建设效果，就

需要加强对营造林技术的应用，实现对其经济效益与生

态效益的有效挖掘。在实际开展营造林工作的过程中，

应充分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制定项目计划，确保可以呈现

出最佳的建设效果。对于安徽省来说，在制定营造林建

设计划的时候需要对天气情况、自然环境、气候条件、

土壤条件、设备设施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基于营造林

实际建设情况落实明确的项目建设目标。与此同时，为

确保营造林建设工作的有序开展，还应对地域地形条

件、生态环境等内容进行合理设计，围绕相关要素构建

出合理的作业设计与建设方案，最大限度上保证营造林

作业设计可以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结合安徽省实际情

况来看，在对营造林作业进行编制规划的过程中，涉

及森林生态、林业经济以及生态文化等多项内容，并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出 20类建设项目以及 194 个具

体项目。通过一系列作业项目的推进，森林面积增加

6133.33hm2，森林覆盖率超过 66.53%，同时针对 15.6

万公顷森林资源落实了相应的管护措施，呈现出十分显

著的绿化成效。与此同时，开展营造林设计工作还应与

区域特点相适应，例如宣城市宣州区在开展营造林工作

布置的时候，围绕全区林业增绿增效行动对后续规划展

开部署，涉及人工造林、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森林

抚育等多方面内容。针对营造林建设的验收情况，宣州

区以下几方面为重点：首先，营造林的面积、林种、初

植密度、成活率等情况；其次，要对造林整地方式、混

交配置、苗木质量等内容进行检查；再次，结合森林抚

育和退化林修复的实际情况展开宣传工作；最后，针对

相关技术人员展开技术培训。

（三）林种与树种选择

安徽省在进行林业营造林建设的过程中，以生态林

的营造为主要发展方向，针对具有良好立地条件以及

丰富种植经验的地块，可适当发展具有生态效益的经济

林。在树种的选择上，安徽省营造林建设主要遵循以下

原则：一是遵循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原则，保证营造林

建设与生态环境需求相适应；二是遵循生态优先原则，

通过营造混交林来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力度；三是

遵循群众意愿原则，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栽种更多

的乡土树种；四是遵循立体配置原则，在保障植被完整

性的基础上应用间作种植形式。对于树种的配置与选择

来说，应充分考虑到安徽省的气候条件与生态区位，针

对不同区域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树种配置。对于安徽省境

内皖南山区以及长江、淮河流域来说，营造林建设应以

针阔带状混交配置为主，例如杉木与栎类或杉木与枫香

等，进而充分发挥出营造林的生态防护功能；对于安徽

省境内生态条件比较脆弱的地区来说，营造林建设应以

不规则块状混交配置为主，通过种植具有较强抗逆性的

苗木来起到保持水土、提高地力的作用。站在立地条件

的角度上来说，可以在具有良好水热条件、交通条件的

地块上进行苗木的优化配置，遵循长短结合的原则来优

化造林效益；而在具有良好水热条件的坡耕地上则可以

种植一些生长速度快且具有广泛用途的苗木，既可以增

加收入，又可以通过复合经营来保护生物多样性。除了

以外，营造林的主要配置模式除了上述提到的针阔混交

配置以外，还包括例如枫香与木荷等的阔叶混交配置以

及如杨树与杞柳等的乔灌混交配置。

（四）造林密度与配置

在进行林业营造林建设的过程中，应注重对造林密

度的调整，确保造林密度符合国家及安徽省有关规定。

采用乔木混交或乔灌混交的配置方式时，造林密度的确

定应按照各树种混交比例乘以规定密度，确保按照《造

林技术规程》中的有关规定在进行混交配置，同时确保

在各树种造林密度下限的基础上来进行种植。与此同

时，在对树种进行配置的过程中，应采用合理的配置方

式，例如针对各个树种可以采用“品”字配置方式；针

对各种混交林可以采用带状、块状配置方式。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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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混交营造林配置还需要关注主要树种和伴生树种

的混交比例，通常情况下大多为 7∶ 3或 6∶ 4。

（五）整地造林与土壤选择

整地是进行营造林建的基础环节。通常情况下，

针对适宜苗木种植的荒山荒地进行整地的时候可以采

用带状或块状方式进行林地清理。在此过程中，还应

注重山地坡度对整地造林的影响，坡角超过 25°的

山地宜采用带状整地，同时保留植被带宽 50cm ；坡

角在 25°以下的山地宜采用块状整地方法。为尽可能

降低水土流失的概率，在进行整地造林之前，还应对

地表植被进行清理，使得整体的土壤环境可以呈现出

更良好的物理性质。合理应用整地技术将直接影响到

营造林质量与苗木成活率，为促进苗木生长，应结合

安徽省实际的地形条件合理选择树种，转变以往的种

植形式，一方面应避免劣质树种进入到营造林建设工

程中，另一方面还应有效降低苗木的生产成本。针对

不同的树种宜选择不同的整地定植穴规格，例如针叶

树种的规格为 50cm×50cm×40cm，阔叶树种的规格为

80cm×80cm×60cm。

在确定造林方法的过程中，需要针对安徽省自然条

件、技术水平以及管理水平等要素进行综合分析，进而

选定通过植树造林的方法来进行营造林建设，同时在对

适宜种植苗木的荒山荒地进行局部开发。苗木生长离不

开土壤与水分，林业工作人员在开展营造林建设的时候

应充分考虑到土壤环境的养分供给与蓄水能力，做好土

地管理与土地环境评价工作，从而在根本上改善土壤环

境，为营造林建设提供保障。结合实际情况来看，营造

林建设期间采取的土壤管理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要对土壤进行翻地处理，保证其可以处于比较疏

松的结构状态；其次，对苗木种植区域的土壤进行加

固，减少水土流失的情况；最后，在营造林建设期间还

应提升对结构建设的重视，根据树木种类选择营造林结

构，通过混林的方式来提升土壤利用率。

（六）加强安徽省营造林规划建设

在推进营造林建设期间，还需要关注到其后期的规

划与经营工作。例如，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当前已经完成

了 10.27 万公顷商品林以及 81361.2hm2 生态公益林的

营造林建设工作。为促进营造林在生态工程建设中价值

的发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积极开展营造林规划建设工

作。首先，歙县林地总面积达 18.4 万公顷，其中国有

林地、集体所有林地以及个人所有林地的面积分别为

1.2 万公顷、1.2 万公顷以及 16万公顷。在这样的情况

下，歙县林地面积具有很大的开发空间，在转变经营思

路的基础上提升开展营造林建设的积极积极性，提升对

后续规划管理的重视，避免出现“重造轻管”的问题。

其次，结合歙县现有林地来看，以“三坑”山核桃及三

潭枇杷等经济林为主，因此可以将营造林建设规划的落

脚点放在林地果实产出经销上，建设区域特有产业市

场，增加林业产出。最后，目前歙县全县的森林覆盖率

已经达到 82.64%以上，作为深度绿化区域可以从优化

森林布局、改善生态条件入手，通过自然风景开发等手

段发展旅游业，为营造林建设开辟更广阔的创收渠道。

由此可见，在落实营造林建设技术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

开发丰富的林地经营思路，还比如安徽省宣城市充分加

强对林业营造林的运用，积极推进生态工程展开。在组

织营造林规划建设的过程中，宣城市主要从生态领域入

手，实现对造林地块的精准调整，0.5 万亩长防林重点

工程的有序推进提供保障。同时在营造林经济效益的开

发上，宣城市围绕区域三大林业产业结构特点落实规划

内容，一是通过可持续经营，完成 40万亩竹林的抚育

工作；二是结合效益提质，强化山核桃林地复合经营与

林地清理工作；三是满足主体需求，积极开展绿化苗木

管理抚育工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营造林技术的应用在林业发展过程中起

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在开展林业规划设计的过程中，只

有对营造林技术进行综合应用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出其价

值，保证营林造林工作的顺利实施。随着我国营造林工

程规模的扩大，营造林在改善生态环境、控制水土流失

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愈发突出，同时地区绿色覆盖率也得

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进而也为实现林业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的协调统一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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