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家科技 141

林 业技术
LINYEJISHU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广西

壮族自治区国有钦廉林场对广西桂平市周边造林立地

条件、土壤、气候等因素进行充分调研，结合实际情

况，桂平造林基地于 2019 年应运而生。桂平基地灵活

经营，不局限于速生桉的单一树种经营，在上级部门的

指导及多次探索下，灵活布局、调整模式、丰富生态树

种，于 2020 年开始小面积香樟种植试验。

一、广西国有钦廉林场桂平造林基地概况

桂平造林基地于 2019 年在广西桂平市设立，属

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钦廉林场下属二层机构，业务

范围主要从事用材林树种的造林、管护、采伐、收购

等工作。桂平市市区位于广西东南部，属于亚热带季

风气候，纬度介于北纬 22° 52′～ 23° 48′与东经

109° 41′～ 110° 22′之间，地理位置优越，北回归

线横贯市中部，地属南亚热带，气候温暖（年平均气

温 21.4℃，相对湿度 80％），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

1726.7mm）、阳光充足（年平均日照 1700h，全年无霜

期长达 339d以上），市境中心地区为黔、郁、南浔三江

两岸肥沃的洪积层平原，西部与东南面横亘着大瑶山山

脉的紫荆山与云开大山山脉的大容山，平原和高山中间

为小山丘。自然资源环境得天独厚，具有大量得天独厚

的生态自然景观、地貌景观、农业环境优势。

二、香樟经营管理现状

截至 2021 年底共有林地面积 5.91 万亩，林地主要

分布在港北区、桂平市、平南县等县（市\区）共 23 

个乡镇。钦廉林场桂平基地通过择优收购、土地整改、

树种优化等措施，在经过比较后，选择了交通方便连

片，地势平缓，坡度角不超过 25°。并且土壤湿润肥

沃、土层深厚、酸性至中性，质地为沙质壤土、轻沙质

土的黄壤、冲积土作为造林地。2020 年在桂平市公会

镇实施造林香樟 1100 亩，以达到提高林地林木的生态

价值目的。使用一年生组培苗或插扦苗造林，一级苗高

15～ 30cm、地径 0.2cm，苗木健壮无损伤。生长过程中

受亚热带气候影响，土壤肥沃、砂石率低等因子作用，

该地块的香樟成活率高，各种生产指标差异性较小。

广西国有钦廉林场桂平基地践行“两山论”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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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樟种植栽培技术要点

（一）苗木管护

用苗框包装的苗木进行调拨运输，一般选用地面平

整开辟、不积水、雨水冲不到地面、淋水方便、距造林

地点最近的地方摆苗；在摆苗时，将苗杯竖直堆放，摆

成畦，畦长一米左右，中间留有走道，以便于管理，并

保持通风透气，苗畦边缘用泥围好；独苗摆好后淋透水

分，日后注重保湿、遮阴和病虫害预防。在造林前，把

断顶苗、伤根苗等挑出，并禁止在使用不符合要求的独

苗上方山造林。

（二）林地清理、整地备耕和放基肥回坑

1.局部整地。林地清理技术要求与桉树植苗更

新造林相同。备耕时，沿等高线挖明坑。坑面宽度

不限，坑深 30cm（以穴面最下方量起为准），坑底宽

30cm×30cm，坑底平整。株行距为 1.5m×2m，即造林密

度为 222 株/亩。施基肥量为 250 克/株，技术要求与

桉树植苗更新造林相同。

2.全垦整地。先将林地内原有桉树蔸全部挖除并移

出林地，再进行犁耙地深耕。然后沿等高线进行定标，

株行距为 1.5m×2m，即造林密度为 222 株/亩。不放基

肥。定植 1个月后 3个月内再施肥。

（三）定植、补植

1.定植。造林时间以 2—3月为宜，在阴雨天气或

雨水过多的情况下进行，并在移植后及时将老叶摘掉，

尽早、彻底。可依气候情况因地制宜，灵活选择栽培时

机。栽后要做到栽正，不窝根，栽紧，不吊空，栽后浇

定根。定植后坑湿透即可定植，在定植前先用耙头在定

植后坑中央挖小穴（干旱天气，植苗穴应开在靠近坑壁

一侧），然后再将营养杯苗栽于定植穴中央并扶正，用

松地高于杯面约 3～ 5cm，经四星期踩实，然后再在上

面覆一层松地。定植时要剥掉薄膜袋，在剥包前用手轻

捏杯身以防营养杯的泥团变松。

2.补植。定植后，分场及时检查成活率并适时补

植，验收部门在定植后 30～ 40d内检查成活率，要求成

活率达 95%以上，年终成活率达到 90%以上。要求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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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季进行缺株补齐。

（四）抚育管理

1.除草松土。定植前喷药除草，即备耕后定植前，

草灌藤较多且大部分已长出，经营林科核实后进行全面

喷药除草。人工除草松土，每年清除杂草灌木和松土

1～ 2次，具体时间由杂草生长情况而定。

2.追肥。一般在追肥之前要进行除草，对土壤清洁

的可以直接进行施肥。在追肥过程中要注意，不要过量

施用，不要迟，否则会引起贪青和晚热。在花期前期和

果实前期，要分别撒施 1次化肥 10kg、磷肥 20kg、氯

化钾 10kg、复合肥 35kg。在距树身 50cm的地方，挖一

条长 30cm、宽 15cm、深 15cm的环状追肥沟，每棵树一

条沟，将其碾成一团，然后用盆等计量器具将尿素均匀

撒在沟里，以保证施肥的均匀和足够的量，防止化肥洒

到坑里，然后再用化肥把坑填满，回坑时要把淤泥碾碎

到 2cm以下，当天追肥当天还田。每次处理后，在树冠

两边的滴水线上挖一条 20 ～ 25cm的环形沟，并分别施

1次肥。第一年追肥 1次，施尿素肥，施肥量为 100 克

/株，在定植完成 1个月后 3个月内进行。之后每年香

樟专用肥 2次，2—3月、7—8月各 1次，追肥量为 250

克/株·次。

3.主要病虫害防治。白粉病可用波美 0.3 ～ 0.5 度

的黄石硫合剂，每 10喷洒 1次，连续第三、四期。樟

梢卷叶蛾，可用 50%的马拉松乳剂或 1000 倍液喷洒。由

于樟天牛主要为害主枝和侧枝，通过人工捕杀，或直接

从排泄口注射敌敌畏制剂。

4.人工收割。种植后第二年开始收割，每年收割 1

次，一般在每年 9—10 月份进行。要求在第一个分支点

上 5cm处进行收割，刀口平整。

四、绿色种植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生态资源保护成本高，生态效益不足

近年来，国内森林面积、蓄积逐年增加，但森林资

源遭受严重破坏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这既关系到林业

的生存与发展，也关系到林业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但是，从整体上看，国内森林资源总量不足，质量

不高，生态系统脆弱。国内森林覆盖率达 21.63%，比世

界上 31%的平均值要低得多，人均森林面积只有世界平

均水平的 1/4，人均森林储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1/7。

此外，由于水土流失严重，自然森林湿地大量消失，生

态系统质量降低，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外来生物侵

入，对国内生态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随着世界人口

的增加，自然环境的变化，对森林生态环境的维护、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人类

共同关注的课题。

在国内，生态资源是促进国内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

重要基础。而天然林是森林生态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它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生态文明、促进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加

强节约型社会的建设，不断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

发展，已成为当前的当务之急。但是，由于人类大规模

的滥伐和滥用，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引发了一系列

的自然灾害，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国家的生态安全带来

了极大的威胁。

（二）贫困基数大，传统生活生产方式滞后

人口因素对绿色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随着人口密度

的增大，人均居住面积和资源的减少，以及人口的压

力、出生率的降低，导致了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传统农

业“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导致了大

量的资源浪费，生态环境恶化，成为制约国内社会和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人们在生产、生

活方式上的不合理，导致了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

使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从而阻碍了国

内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此外，在国内中西部的乡村，大

部分的青年都选择了外出打工，而留守在当地的大多

是老年人和儿童。农村人口大量外流，部分乡村呈现出

“空壳化”“老龄”现象，乡村衰落，农业发展面临着

潜在的危机。而且，当前生态环境治理并不乐观，土壤

侵蚀严重，耕地闲置，“四烧”，垃圾的粗放，已经给当

前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三）区域生态功能碎片化，环境压力增大

各级地方政府管理单位基于各自共同利益的考量，

忽略了土地使用对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对地方生态环

境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引发了水土流失和自然灾害，严

重影响了地方的生，环境安全，使生态系统的自主调节

能力和自主修复能力减弱，绿色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以

行政区划为主导的生态管理不能有效地保护和恢复自然

环境。传统的地方管理机制无法克服重复管理和污染物

扩散的问题，这对各地方管理的积极性也产生了极大的

负面影响，且容易出现突发地质灾害，环境污染问题的

解决不及时、保护能力欠缺，不合理的区域发展使生，

环境压力日益加剧。

五、“两山论”对可持续发展香樟种植的启示

（一）“两山论”的践行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坚强

有力的保障

为生态发展打开了新的道路，也为当前国内香樟种

植提供了新的发展方法，既要做到坚持自然保护优先、

坚持生态价值保护基线，又要做好在绿水青山之中的创

造，充分发挥自然造林的资源优势，把多元化树种、提

质经济增效方式和新区域开发方式相结合，把握当前的

发展趋势和政策，争取把生态环境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环境开辟态价值的资源优势，把香樟的可持续开发变

成在金山科学论断。同时，要大胆探索，大胆尝试，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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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区域特点和林情，不断充实、全面开发，灵活开发森

林、花卉、医药、旅游等适宜的发展模式。勇于探索，

立足区域特点，结合林情，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创新发

展载体，创造新的发展优势。

（二）“两山论”为香樟种植创造了宽广平台

无论是在何处，林业生态都是一笔丰厚的财富，

“两山论”的提出为香樟种植创造了宽广平台，钦廉林

场桂平基地充分做好统筹规划，在第一期的香樟试验林

施种 1100 亩探究有效种植方式，将大数据指导理论和

管理实践有机的结合后，已取得了初显效果，并进一步

规划施种的下一期。同时在管护工作上，严格遵照国

家“严管林”的要求，坚持“从早抓起，严格要求，精

心安排，扎实工作”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完善了管理手

段，依法治林，依法治林。认真地在作业现场做好质量

控制、监测、管理检查和引导，以防范各类林木病虫害

的传入，尤其重视对以松材线虫病为首的重要森林害虫

的防控工作。同时在春季植树造林时做好了种苗检疫工

作，认真执行国家林木植物检疫技术规程和苗圃“两证

一签”，严格地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了各种检疫工作。

（三）“两山论”为当前园林美好构建确立发展

道路

园林设计是一种以艺术的方式来处理人与建筑、环

境之间的不同层次关系的学科，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

活力，现在已经从过去的园林学转向了现代园林，从为

少数人比如中国的古典园林和西方的私家建筑甚至到为

人们提供诸如都市生态系统等生态系统的服务。景观设

计的实践范围由单一的小型园林拓展到了中观甚至是宏

观层面，因此，在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保护上，有着非常

重大的实际意义。随着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以人

为本，园林艺术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一个主要方

面，而传统的道路规划和铺设技术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

的发展。“两山论”的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了“金山银

山”与“绿水青山”的矛盾，为城市生态园林的发展指

明了新的发展方向，也为城市的绿色发展、转型发展、

升级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两山论”为国内构筑起良好生态环境

“美丽中国”是对生态文明的新阐释，既要有绿水

青山、有水有蓝天，还要有更高的国民幸福感，如此

就可以使中国人民的物质文明与心理素质得以充分地改

善，进而达到一种真正的“美丽中国”生态建设。“美

丽中国”生态建设既是园林绿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

又为中国园林绿化事业开拓了崭新的发展空间。要做到

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就必须把“绿水青山即

金山银山”的宏伟目标，让人民在绿水青山中享受自

然、生命、生活的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美丽中国”的建设奠定

了扎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在此期间，要同林业、自然资

源等有关部门合作，做好对水、林、田、湖、湖的统一

整治，进一步拓展环境空间、增加环境容量，为中国经

济社会持续、全面健康发展，打下了扎实的环境物质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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