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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木是樟科楠属和润楠属各树种的统称，木材坚

硬，价格昂贵，尤其是 100 岁以上的楠木，十分珍贵，

且具有显著的研究价值和建造价值，如今已经被列入中

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之中。基于此，为做好楠

木的种植、养护和管理，文章展开以下分析，给出相应

种植技术，并总结病虫防治技术要点，旨在为从业人员

提供可参考性建议。

一、楠木生物学特点和生长习性

楠木有香楠、金丝楠、水楠等多个种类，为高大乔

木。高达 30余米，叶革质，椭圆形，先端渐尖，尖头

呈镰状，小枝通常较细，基部楔形，下面密被短柔毛，

中脉在上面下陷成沟，侧脉每边 8 ～ 13 条，横脉在下

面略明显或不明显，叶柄细，长约 1～ 2.2cm，伞状圆

锥花序最下部分枝通常长 2.5 ～ 4cm，花梗与花等长，

花被外轮卵形，第一、二轮花丝长约 2mm，果椭圆形，

果梗微增粗，花期 4—5月，果期 9—10 月。

楠木幼苗初期生长缓慢，喜湿耐阴，因此对立地条

件要求较高，更加适宜生长在年均温 17℃左右，年降

雨 1400 ～ 1600mm，在极端气候或温湿条件下也可忍受

间歇性短期水淹，多分布于荫湿的山谷、山洼，野生楠

木也可分布在河沟边，在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中性土

壤，或者微酸性冲积土中生长良好，长势更佳，如果是

人工栽植造林的楠木，由于该类植株侧根发达，且主根

明显，幼年耐荫蔽，在全光照下常生长不良。因此要想

实现楠木优产，必须做好根部萌蘖，才能提高树体萌芽

性，最终长成大径材。

二、楠木种植技术

（一）种子处理

楠木多以种子繁育，繁育后进行大苗移栽，宜从 20

年生以上的优良母树采种，搓去外果皮，除去果肉，用

草木灰水揉去种皮上的油脂，洗净，置室内阴干，切忌

暴晒，由于楠木种子含水量较高在 20% ～ 40%，如果长

时间阴干缺水容易失水开裂，导致子叶发霉，因此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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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迹稍干后，即可贮藏。楠种子贮藏忌高温、干热的环

境，宜将种子混入细沙保存，沙的湿度为手捏成团、手

松即散为宜。将经过消毒处理的种子在沙床催芽，催芽

的沙子必须是新沙，沙床表面加盖塑料薄膜秧棚增温，

之后将沙藏的种子用水选法从沙中滤出，在湿沙中层积

催芽 3～ 4d催芽，当发芽率达 80% ～ 95%时即可播种。

（二）播种

在播种之前进行整地，秋冬季深翻 2遍。撒播法，

每亩施 500kg腐熟饼肥，随后深翻，做成苗床，之后

利用 1% ～ 3％的硫酸亚铁水溶液进行消毒，每亩播种

量 15 ～ 20kg。条播法，条距 20 ～ 25cm，每亩播种量

10 ～ 12kg播后覆土 1 ～ 2cm厚，盖草或盖锯木屑、谷

壳，保持苗床温度。

（三）嫁接

除种子育苗法之外，还可以利用嫁接法育苗，嫁接

操作方式主要分为“T”字形嵌入嫁接和“工”字形嵌

入嫁接，操作要点为：

1.“T”字形嵌入嫁接。“T”字形嵌入嫁接操作较

为便捷，首先在选择接穗时，应该选择枝条下方生长

节点处切割小芽，小芽长度约为 1.3 ～ 1.9cm，连带

皮一同切下，之后将绿色层一同切割放置冰箱冷藏。

在选择砧木时，确保楠木砧木无病虫害，生长健壮，

长势良好，同时用刀子划出“T”字形，T型宽度约在

0.9 ～ 2.0cm左右，长度在 2.5cm左右，确保在砧木上

切割时切到树皮里面白色形成层，在切割过程中不能把

树皮弄坏，之后进行接穗，保证接穗和接口紧密贴合，

之后利用嫁接带缠绕起来，缠绕过程中不能压到芽眼，

也不能把芽眼弄伤，为了促进嫁接小芽可以正常生长，

必要时可以利用多菌灵粉末对伤口进行涂抹。

2.“工”字形嵌入嫁接。也可以利用双开门芽接方

法，该种嫁接方法也被称为“工字形嵌入嫁接法”。首

先在楠木砧木平滑处切“工”字，必要时“竖”笔可以

稍微超出“横”笔，以此保证切断，之后掀皮，在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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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穗时，四个角可以稍微过头，以此可以保证嫁接技术

人员顺利取下接穗，在取接穗时不能破坏护芽眼，之后

掀开两个门角从上往下嵌入，之后轻摁接穗使之伸展，

最后进行捆绑，确保砧木和接穗能紧紧贴合，最后缠

膜，可起到一定保湿防水作用，以此提高楠木嫁接成活

率。对于嫁接后的幼苗，营林技术人员需除草松土，必

要时喷施 0.2 磷酸二氢钾溶液补充幼苗所需肥料，适当

遮阳庇荫。

（四）种植及幼林抚育

整地与种植技术：环山挖明穴，穴的规格为

60cm×40cm×30cm，苗木选择 2年以上的良种大苗或选

择良种大袋苗。定植时间应为 1—3月底，春梢未萌动

时为最佳，选择雨后土壤湿润时栽植，将明穴表土扒

开，保持苗木土团完整并将苗木置于定植穴内，扶正，

用表土将苗木土团踩实，再盖 3～ 5cm厚的表土，整个

植穴面要高于明穴边，以免造成积水影响成活率。

对于定植 3年内的楠木纯林、楠混交林进行幼林抚

育，措施包括扩坎、松土、割灌除草、修枝，具体抚育

方法和要求如下：采用人工带垦、除草；沿栽植行进行

带状除草，带宽 1.5m ；人工除草要将带内的杂草、灌

木连根全部清除干净；对侧枝、萌条、死枝过多的林木

林分进行修枝，修枝高度为 1/3 树高，修枝时要求切口

平滑，不撕裂树皮，同时伐除根部弱小萌芽枝；楠木纯

林和珍贵树种混交新造林地需要连续抚育 3年，每年

抚育；

（五）施肥管理

苗圃期施肥，在楠木幼苗长出后，需在 7—8月追

施一次尿素肥，施加量为 3 ～ 5kg/亩，之后在第二年

出圃施加速效磷肥 5kg/667m2 和速效钾肥 10kg/亩。

幼林期施肥应当于造林后第 2年 4—5月实施，每株

0.2 ～ 0.3kg复合肥，追肥采用沟施方法，追肥后立即

覆土，施肥应掌握在雨后实施。

三、楠木病虫防护

（一）茎腐病

茎腐病是危害楠木幼林和成林的主要病害，也是一

种严重土传病害。一般发生在新梢上，茎腐病菌平时在

土壤中营腐生生活，在适宜条件下自伤口侵入寄主（春

夏季节 4—5月），此时土壤温度升高，如果楠木在造

林、定植、抚育或管理阶段根部和茎基部受到灼伤与擦

伤，容易为病菌侵入提供便利，部分低洼积水地区苗木

过密，或者幼苗生长差，茎腐病发病更重。从根本上降

低茎腐病发病概率的方法主要为抗病育种法，相关林业

部门应该充分挖掘抗病基因资源，将常规育种方法与分

子育种技术良好结合，利用分子标记对种质抗性资源进

行研究，利用抗性遗传资源改良骨干自交系，以此为分

子标记辅助选育提供候选靶标基因，最终提高楠木抗

性，降低茎腐病发病概率。其次，营林技术人员应注意

到，引致茎腐病的病原物都是弱寄生菌，只有加强栽培

管理，合理施肥，合理密植，才能不断提高植株生长

势。此外，还应该在夏季高温时对圃地遮光降温，苗圃

地、造林地湿度不宜过大，排水通畅，可减少病害发生

的机会，发病区或易发病阶段可用甲基托布津溶液、

50%多菌灵溶液喷施，按说明浓度喷施，轮换使用药剂

类型，也可以按 1 ∶ 100 波尔多液喷施枝叶，阻止病菌

入侵，15 ～ 20d一次，并及时清理和烧毁病株。如果是

夏季连续阴雨天，可用 1 ∶ 9的石灰粉+草木灰撒施地

表，降低圃地病灶危害面积，减少发病机会。

（二）白绢病

白绢病主要危害楠木幼苗，病原主要以菌核在土壤

中越冬，翌年土壤温湿度适宜时（菌核在 30 ～ 38℃下

经 2 ～ 3d即可萌发）菌核萌发产生菌丝体，或者菌核

在被害苗木和被害杂草上越冬，病菌以菌丝体在土壤中

蔓延，6月上旬开始发生，可借雨水和水流传播，9月

底基本停止扩展。白绢病的发病原因主要为苗木生长不

良，苗圃地或定植地肥力不足，排水不良，土壤浅薄，

最终致使染病楠木苗木根茎部皮层腐烂，大树从发病到

植株死亡一般为 2 ～ 3a，幼树约为 0.5 ～ 1a，发病时

病株叶小而黄，果多而小，在高温时叶片处偶尔也产生

白粉孢子，枝条节间缩短，根茎部发生褐色斑点，并产

生一层白色菌丝，之后皮层随之腐烂，出现黄褐色或红

褐色湿腐，撕开有刺鼻酸味，如果发病快，夏季病株可

能突然迅速枯死。要想降低白绢病发病概率，营林技

术人员应该做到：第一，选择排水良好的山脚坡地育

苗，禁止在肥力不足的土地上育苗，育苗时应做高床，

深开沟，施足基肥，基肥施加方式按上文论述实施即

可；第二，对于苗圃地，营林技术人员应该撒石灰粉消

毒，及时清除病株，也可以将 70%五氯硝基与细土按照

1∶ 30 ～ 1 ∶ 50 的比例进行混合，喷施在未发病的苗

木茎基部进行预防；第三，如果楠木已经出现白绢病，

可用锌贝克（65%代森锌）800 倍液+良霜（10%烯酰吗

啉）叶面喷施，能有效缓解发病症状，也可以利用 50%

多菌灵 600 倍液+70%甲基托布律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进

行综合防控，注意雨后及时排涝、通风。

（三）蛀梢象鼻虫

蛀梢象鼻虫成虫体呈圆柱形，喙长约 2cm，鞘翅各

有 10行刻点，幼虫体乳白，蛹体淡黄褐色，一年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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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一代，于 3月楠木抽梢时以成虫越冬，并且成虫

将卵产于新梢中，蛀道长 10cm左右，孵化以后，幼虫

钻蛀梢心，使新梢枯死，幼虫在当年即可危害新梢达

到 30%，3月底到 4月中旬为蛀梢象鼻虫始盛期，5月

中下旬为成虫盛发期。要想降低蛀梢象鼻虫的危害度，

营林技术人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在 4月用 40%乐果乳

剂 400 ～ 700 倍液喷洒新梢，可起到一定控制作用；在

5月中下旬成虫盛发期可用氯氟氰菊酯 1000 倍液、联苯

菊酯 800 倍液、甲氰菊酯 600 倍液、溴氰菊酯 1500 倍

液等高效低毒的菊酯类农药喷雾防治，以上药剂喷洒后

蛀梢象鼻虫死得彻底，在喷药后 15 ～ 20min防效即可

达到 40% ～ 50%左右，且药剂残留期短，残留量少，而

且控制期长，不危害人体健康；在 3月成虫产卵期用

621 烟剂熏杀成虫，每亩用药 0.5 ～ 1kg ；在发现新梢

叶片萎蔫时，集中剪除并烧毁虫枝，降低虫害传播感染

源；利用天敌防控法，节高峰是象鼻虫的天敌，因此营

林技术人员可以利用释放节高峰的方式，释放密度为 10

万头/667m2，如果是重灾区或常发区，可以进行二次释

放，释放量为 5万头/667m2，以此增加虫口密度；如果

下雨后，成虫大量出土，可以利用人工捕杀方法，用塑

料布将树根密封，由于密度降低，蛀梢象鼻虫成虫必然

钻出土，此时可人工摘除，降低虫口数量。

（四）灰毛金花虫

灰毛金花虫成虫啃食嫩叶、嫩梢和小叶皮层，成虫

体黑色，密被灰白色毛，体长 5～ 7mm，鞘翅近肩角处

有一瘤凸起，3月底到 6月为主要发生区间，导致楠木

嫩梢枯萎，楠木造林最多被害单株有灰毛金花虫 50多

头，整体被害株率可达 80%以上。要想降低灰毛金花虫

危害率，营林技术人员应该做到：加强抚育管理。尤其

对于楠木幼龄林，容易遭杂草压盖而影响成活和生长，

同时在夏季雨季来临时可能出现病菌滋生问题，影响树

势，因此可在楠木林树冠完全郁闭后，采用弱度下层抚

育法，强化疏伐管理，以此增强林间内膛通风度，增

加林间光照度；在 4月下旬用 621 烟剂熏杀成虫，用药

量为 0.5kg/667m2，或者在灰毛金花虫幼虫期喷施BT防

治，或 1%阿维菌素 6000 ～ 8000 倍液，地面喷雾或枝叶

喷雾，也可以使用 20%吡虫啉（康福多）可溶性液剂稀

释 200 ～ 500 倍液防控，可杀死大量幼虫和成虫，还可

以在幼虫上树前，用 1∶ 20 的阿维菌素机油+2.5%溴氰

菊酯混合液，在树干涂环，或者制成毒绳，在树胸径处

绑缚 2周，均可有效降低虫口密度。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楠木幼苗初期生长缓慢，喜湿耐阴，对

立地条件要求较高。因此，营林技术人员应该遵循楠

木生长特点和发育规律，利用潮湿河沙对种子进行分层

贮藏，之后催芽，播种定植，对楠木未成林进行人工带

垦、除草，造林后第 2年 4—5月实施营林措施，每株

0.2 ～ 0.3kg复合肥，并根据土壤肥力分级与评价结果

针对性施加肥料。同时，营林技术人员还应该掌握常见

病虫害的发病时间，发病特征，发病表现和防控方法，

强化营林抚育，前置预防，最终降低病虫害发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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