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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工程是当前培育森林资源的重要手段，有助于

改善生态环境现状，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而在部

分干旱地区，针对其恶劣环境开展造林工程具有一定的

难度。因此需采用科学合理的抗旱造林技术，有效解决

干旱缺水对苗木成活率产生的不利影响。相关造林人员

应当充分结合实地情况，根据现阶段常用的抗旱造林技

术，明确详细的技术应用要点，以此实现水资源的合理

利用，尽可能提升苗木成活概率，缓解干旱地区的生

态恶化现象，有效整治生态问题，促进自然环境健康

发展。

一、造林工程的生态意义
在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造林工程占有

较大比重，其能够扩大绿植实际覆盖面积，提升净化空

气环境的能力，并可改善水土流失和沙化问题。所以通

过在干旱地区开展造林工程，有利于实现净化环境的目

的，能有效吸收污染气体、截留水分，缓解干旱，促使

当地生态环境的净化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干旱

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劣，也会影响动植物的生存和发展。

基于开展造林工程，则能够提升生物多样性，为野生动

物提供必要的休憩和生活场所、必要的食物资源等，保

证生态系统具有稳定性，逐步恢复到原本状态。由于北

方干旱地区的生态环境较为恶劣，如继续蔓延将会导致

当地整体生态系统受损，为此必须采取有效治理手段，

造林工程通过营造树木，增加绿化面积，可改善自然

环境。但受限于干旱条件，对造林技术的应用有较高的

要求。

二、造林过程中常见的抗旱造林技术
（一）幼苗抚育管理技术

结合当前我国在干旱地区的造林工程实际，为有效

提升造林有效性，可采用科学的抗旱技术。其中幼苗抚

育管理技术是目前阶段应用较为广泛的技术类型。由于

在干旱地区栽种树苗幼苗时，其自身抵抗力较差且受周

边自然因素的影响，经常出现成活率不高的问题。而采

用幼苗抚育管理技术，则是注重对幼苗的育苗、移栽、

栽种后养护等进行全面管控，保证树苗生长能够适应当

地自然环境。一般情况下，该技术时针对不同区域选择

不用的幼苗进行抚育，按照其原有生长性因素，对栽种

环境进行适当调整，保证幼苗可顺利成长和发育，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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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培育过程中要注重提升幼苗对自然环境不利因素

的抵御能力，确保成活率得到提升。比如利用生长调节

剂，由于植物的抗旱性与激素存在密切联系，在干旱条

件下，促使植物体内的激素含量和活性发生变化，能够

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而且激素也能够调节植物对干旱

的适应性。所以在幼苗抚育管理技术中，可利用多种生

长调节剂的配方，提升苗木抗旱性，改善干旱地区造林

成活率低、生长率低和保存率低等问题。

（二）容器苗造林技术

通常情况下，在干旱地区开展造林工作存在较大的

难度，比如缺失树木生长所需的水分和养料，导致成活

率不高。由此，在造林技术创新研究中，产生容器苗造

林技术，有利于解决干旱问题。在实施该项技术时，主

要是利用相应的容器储存需要种植的树种，以便于为苗

木生长提供必要的营养支持。栽种时将容器放置在树木

根系部，并在容器中加入适量的营养液，共同埋入树穴

中，有利于避免当地环境产生的影响，依靠容器为树木

营造良好的生存生长环境。当后续苗木成长到可应对各

种恶劣环境时，再将容器去除实施栽种，有利于保证苗

木成活，实现造林目标。比如针对干旱贫瘠的浅山区或

者受侵蚀较为严重的沟坡区域，如开展常规树种种植方

法，则难以保障成活率。通过容器苗造林能够有效保证

苗木具有适应性。在具体操作环节，相关人员应当将在

栽植时将容器袋底撕破或者去除容器底，尽量保障土坨

完整，保证入穴深度超过容器袋口的 1～ 2cm，在侧方

使用土进行压实，覆盖一层细土。在干旱区域应用容器

苗造林技术具有良好效果，可实现造林初期生长速度快

的优势，可替代裸根苗造林方法。

另外，基于容器苗造林技术的原理，也可采用套袋

造林技术，主要适用于山地阳坡区域，对针叶树苗和经

济林树苗等具有较好的栽植效果。在干旱地区进行造林

时应用该技术，能够防止苗木水分丢失，并通过提高袋

内温度，能够促使新芽快速萌发。在实践操作中，使用

塑料薄膜制作宽度为 10cm的套袋，长度可按照苗木高

度确定，一般来说，针叶林树木高度在 35 ～ 40cm、经

济林苗木高度在 60 ～ 70cm。使用塑料袋套住苗木的根

上部分，下面使用绳扎好，再进行栽植作业。当苗木渡

过干旱期且基本成活后，可解开套袋，经过通风炼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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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左右，将塑料袋全部去除。

（三）覆膜造林技术

在近年来的干旱地区造林工程中，对于覆膜造林技

术的应用日益广泛，其主要是在土壤表层上覆盖一层

薄膜，目的是尽可能地减少土壤中出现的水分蒸发，避

免出现资源浪费及水分不足的情况。一般在干旱少雨的

区域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能够有效缓解苗木在生长期

间出现的水资源不足等情况。而且该项技术在实际操作

中具有简便性，能够尽可能地保留土壤中的水分，通过

在新栽幼树径部地表覆盖一层地膜，有助于提升地温、

减少水分流失，有效提高树苗栽种的成活率。在具体操

作中需要严格把握覆膜方法，如先将膜的一边向中心裁

剪一道缝，在栽种时将树坑整理为浅锅底形，促使穴边

缘略低于地面。然后栽种完苗木后覆盖地膜，将苗木地

茎通过膜中心露出，再使用土将膜四周压实。通常控制

覆土厚度和宽度在 4cm左右，对于苗木根茎部分与地膜

的覆土保持在 6cm左右，确保覆膜后不存在空隙和透气

孔，有利于促使雨水尽快的进入土壤中，有利于增加土

壤温度，尽可能减少蒸发量。根据干旱地区水资源不足

的现状，除覆膜外，最为直接的造林方法即是通过贮存

水资源，在开展造林时以此提供所需水分。在应用该技

术时，强调使用保水剂吸收土壤周边水分，以此尽可能

减少土壤出现蒸发等情况，促使栽植区域的土壤达到良

好的湿润度，当满足苗木栽种的水分要求后，才可开始

造林工程作业。

（四）截干造林技术

在干旱地区的造林工程中，对于截干造林技术的应

用逐渐得到推广，其能够减少树木地上部分的水分蒸

腾，促进地下侧根生长，保证林木成活率提高。在实际

应用过程中，针对经济林树种的栽植，往往不需要采用

截干方式，而是以定干为主，对于油松等针叶树也不需

要采取截干，否则会破坏树木的生长点，限制其正常生

长发育。对于其他抗旱树种实施截干时，应注意高度不

超过 10 ～ 15m，有利于树形成。同时在截干操作时，

不得使苗木茎干出现破裂等情况，避免影响发芽质量。

同时，在截干操作中应当将露在地面上的茎干进行培

土，堆留高度控制在 2～ 3cm左右，防范出现风干等不

良问题。当幼苗顶出土后才可扒开土堆，也可结合实际

情况不去除土堆，有利于起到闷芽或者放置鼠兔啃食等

作用。

三、造林过程中抗旱造林技术的应用要点
（一）加强种植前管理

在开展抗旱造林技术时，首先前提是做好种植前的

管理工作，由于干旱地区的生态环境较为特殊，必须根

据其特点采取有效的处理和管理措施，才能够提升苗木

的成活率和造林效果。因此相关造林人员需要先按照当

地林业产业结构特征，依据抗旱林的用途，选择蒸腾量

较小、根深、根系发达的小型树种。如当地具有土层较

薄、干旱阳坡等自然条件，可先种植灌木对生态条件进

行改善，再种植乔木或者其他树木。其次，注重合理规

划造林密度以及造林结构。通常，树木的栽植密度直接

决定林分空间布局，对单个幼苗生长发育过程中吸收养

分以及水分的空间大小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抗旱造林

工程中，主要采用混植方式，将稀疏栽培以及按照水分

需求不同的树种进行混合栽植，有利于科学调整植株间

的距离，保障充分吸收阳光和养分。再次，在开展抗旱

造林时必须保障幼苗状态良好，比如可利用容器强化对

苗木根系的保护，促使其具有完整性。并且为防范出现

土壤密实过度，可适当进行地面处理，增强土壤的通风

性，如开展松土和整地等准备工作，确保土层具有相对

较好的肥水能力。最后，应当优化土壤种植条件，如对

土壤表层结构进行调整，保证其造林地具有足够的阳光

照射空间，有利于消除土壤中含有的有害微生物，合理

控制各种病虫害在林区内的蔓延和扩散。

（二）合理选择造林品种

为保障干旱地区造林工程顺利开展，提升苗木成活

率，应当合理选择造林品种。结合当前造林工程实践而

言，对于北方干旱区域，可选择油松、白榆、旱柳等耐

干旱乔木树种、山杏、沙棘、柠条等耐干旱灌木树种。

在中部干旱地区可选择香樟、喜树、侧柏、马尾松等苗

木，在最近几年的造林抗旱研究中，均表现不错的抗旱

能力。同时，在选择具体树种时，造林人员需要充分结

合当地的气候条件、土壤环境现状以及造林用途等，严

格遵循适地适树的原则选择抗旱树种。同时在干旱区域

开展造林时，应当尽量选择灌木树种，其具有较强的耐

贫瘠和耐干旱性能，可在干旱阳坡地造林时，可选择刺

槐、侧柏等树种，如对阴坡造林可选择油松、山杏等，

对于荒山造林优先考虑柠条或沙棘等树种。当对造林地

的条件进行合理改善后，可再选择经济价值相对较高的

树种。

（三）做好整地处理

整地是干旱地区造林的重要环节，有助于提升苗木

成活率。在抗旱造林实践过程中，相关人员需要深入

造林区开展勘探，全面掌握土质情况，明确整地工作的

必要性和关键要点，尽可能保障造林活动的顺利开展。

在实践工程中，造林人员可先对土壤进行翻新，通过足

够的光照将土壤中存在的虫卵以及病菌等进行消杀，然

后再开展苗木栽种，有利于降低后期病虫害发生概率。

一般情况下，应当合理规划造林翻耕整地时间，最佳时

机是在栽植苗木前的半年左右，有利于保证实现蓄水保

土等作用。在整地时必须保障细致性，遵循适时整地

的原则，可结合造林地的具体情况，采用大坑、通壕、

爆破等方式进行高质量整地，有利于提升苗木成活率和

长势。通过做好整地处理，能够充分满足幼林生长的具

体需求，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同时在整地过程中能够

改善土层的水分蓄积功能，增加土壤中的含水量，达到

造林工程标准。在开展整地环节时，相关人员还需注重

避免对植被产生破坏，尽量维护周边现有的自然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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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四）强化种植管理

应用抗旱造林技术时，需要充分做好种植管理，按

照当地不同的种植季节开展栽种活动。比如在北方干旱

地区，可在春季时期，按照先种植小苗后大苗、在栽种

阳坡后阴坡的原则，保证苗木成活率提升。在夏季种植

时，往往需要注意掌握天气变化，可在小雨天或者降雨

前、透雨后的连阴天开展种植活动；秋季种植时，营造

落叶后、冻土前开展造林，这一阶段的温度有所降低，

水分蒸发量相对较少，有利于促使苗木的根系吸收足够

的水分，加快生长速度。另外一方面，应当对抗旱性较

强且不易生根的树种使用生根粉，以此促进其健康生长

发育。同时在干旱地区开展封山育林、苗木栽植或者插

杆育苗等工作时，也可采用生根粉，有利于促进苗木的

根系高效发育，促使植株的抗逆能力得到有效增强。

在抗旱造林过程中，由于较为常见的树种包括侧柏、刺

槐、杜仲、石榴等，其在生长发育期间最为显著的特点

即是水分和养分消耗较快，为有效保障其健康生长，相

关造林管理人员可适当开展截干处理，如对刺槐等阔叶

林树种可在稍高于地面的平茬处实施截干。对于石榴等

商业树种，可按照定干高度进行短截、对于侧柏等树

种，可按照生长特征将其树冠的 1/2 截去即可。

在开展造林种植工作时，还需规范造林操作。提高

对林业工程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严格按照各项抗旱

造林施工流程从事作业活动，避免出现疏漏和遗漏。比

如相关造林人员应当充分了解和掌握应用的抗旱造林技

术标准和实施程序，严格把控造林作业的细节，防范出

现施工随机性等问题。相关林业部门还需对种植管理流

程进行优化，如设置相应的监管机构，监控造林人员对

抗旱造林技术的执行情况，保障种植操作具有规范性

和标准化，切实发挥抗旱造林技术优势，提升造林工程

价值。

（五）加强抚育管理与幼林保护

在造林过程中应用抗旱造林技术时，还需重点把握

抚育管理要点，根据苗木生长过程采取科学合理的抚育

措施。比如在缓苗期，其是苗木的适应阶段，先后需要

经过地下生根、枝叶生长等过程，因此为保障其良好生

长发育，相关管理人员可积极满足苗木对养分和水分的

需求，并且注重改善周边环境。例如可有序开展松土、

修枝、施肥、强化病虫害防治、清除杂草等，有效保

障土壤的蓄水能力增强，缓解干旱地区水资源不足的情

况，促使苗木得到足够的水分供给。

除此之外，相关造林人员需要加强对幼林的保护力

度，以此提升幼林保存率和完整率。在技术实践中，

应当注重从起苗到栽植这一阶段，注重采取苗木保水措

施，如在起苗前进行浇水、在土墒合适时起苗，尽可能

保障根系完整。并在水中浸苗分艮，保障湿度的泥浆蘸

根，采用塑料薄膜包装运输，尽量缩短中间运输环节，

避免出现苗木水分丢失等情况，维系植株体内的水分平

衡。结合干旱地区的环境特点和抗旱造林技术标准，应

当针对不同树种开展有效的病虫害防治措施。比如北方

冬季阶段，还需加强鼠兔防治，避免对幼树的枝干产生

啃食伤害。如防治不到位可能导致幼树死亡等情况，不

利于保护造林效果。同时综合考虑北方地区冬季气候特

征，如风大、温度低等，为保障幼树在第二年春天健康

生长，相关人员要在冬初阶段做好防冻防寒处理，比如

常见措施即是在枝干处进行涂白，也可在幼树的基部进

行埋土，有利于保障树木根系得到保暖处理。还需按照

造林区的具体情况，有序落实封山育林和防火工作，可

聘用专门的护林员进行看管，保证造林区整体安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林业发展中，抗旱造林是一项系

统性工程，应当技术管理和把握好应用要点。同时结合

我国干旱地区的具体现状，为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尽可

能恢复原有自然生态，有针对性地应用抗旱造林技术以

实现科学造林。因此，相关造林人员应当掌握相关技术

实施方法，提升苗木成活率，并在工程实践中积极做好

种植前准备、合理选择树种、整地、种植管理、抚育管

理和幼林保护等要点，从而在水资源匮乏的条件下，提

升造林成效，有效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助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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