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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保护与绿化工

程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在实施造林绿化工程时，应

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土壤性质、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

素，以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这就需要应用林业工

程技术来实现。

一、林业工程技术应用于造林绿化的重要意义

林业工程技术是根据生态、林业、生态控制原理设

计、构建和调控的工程技术。森林工程技术对森林生态

系统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具体功能主要包括：

一是有利于促进我国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利用现代

科技技术，可以对森林资源进行保护与持续利用，从而

有效地缓解目前的森林资源紧缺状况，促进林区经济的

逐步复苏。在绝大部分的造林、绿化项目中，都要求采

用林业工程技术，并在技术上得到切实的运用，得到相

应的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二是有利于调整我国的林业

结构。传统的林业产业结构比较单一。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传统的林业组织形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林业发展

的需求。因此，必须进行传统的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利

用林业工程技术，可以推动传统的林业工业从粗放型向

集约型转变，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实现林业产

业的转型升级，推动林业的全面发展，实现林业资源的

可持续发展。

二、林业工程技术在造林绿化中实践应用的基

本原则

（一）适地适树原则

适地适树原则是“因地制宜”原则在林业技术应用

中的重要体现。在此基础上，必须进行全面、细致的区

域地理环境调查。实地考察的内容主要有土壤环境特

征、与树木栽培有关的气候环境特征、气温、湿度等对

植物生长状况的影响。根据这些实地考察的资料，管理

者必须根据它们的生长习性，选择适合的树种和特殊的

种植方式。同时，也要对区域内以前的林业项目进行分

析，归纳出问题，并将其与区域内的林木生长环境相结

合，从而达到最佳的工程技术运用方法。需要特别注意

的是，这种适应性技术的程序往往带有强烈的经验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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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但是，实践中必须考虑到实际的地理环境。在技术

应用中，不能仅凭经验来选择树种和种植方式，以免出

现技术上的问题。也就是说，要严格执行林业技术的使

用程序，就必须根据实地调研的资料，避免脱离“因地

制宜”原则的制约。

（二）生态保护原则

技术应用的根本原则是生态保护原则。在确定区域

内的树种或栽培方法时，要结合当地原有的树木和当地

的生长状况，合理地选用不同的介入型的树种类型。在

这段时间内，这类干预植物不会对原有树木、植物的

生长产生任何影响。实际上，新树种在城市绿化中的出

现，势必会对原有树木的生长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

从植物生长的竞争角度来看，一个好的竞争环境其实是

对植物生长有利的，对提高绿化空间利用率也是有利

的。但是，若不能对这些干扰植物的空间竞争态势进行

有效的调控，就会对其生长状况产生一定的威胁，从而

对整个地区的植物生长产生不利的影响。总体而言，造

林区将会形成一个由植物和动物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组成

的简单生态系统，而这一关系的可持续性通常是良好

的。但是，一旦被破坏，就会破坏生态系统的正常运

行，进而影响当地的植被生长。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也是生态保护的基本原理。

（三）蓄水调节原则

蓄水调节的基本目标就是确保造林地区的水库水量

能与当地植被的生长需求相适应。此外，在没有显著的

土壤侵蚀情况下，还应有效地维持土壤的肥力。在新的

经济发展阶段，绿化的职能要求日益突出。这一功能

需要与城市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相联系，也就是要营造

一个适宜的居住环境，而生态环境则是以绿色为主要内

容。生态系统必须具备美化和调控地区环境的功能。在

这段时间内，好的蓄水量和调控功能可以直接改善园林

植物的生长，使其在生长中得到更多的有效资源，从而

达到更好的生长状况。另外，就植物土壤的肥力品质而

言，目前在实施林业工程技术时，需要有关主管部门对

该地区土壤的质地与结构进行监测与分析，以确定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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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并据此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从而达到改善

造林整体水平的目的。

三、林业工程技术在造林绿化应用中存在的

问题

林业技术包括育苗技术、造林技术、管理技术。森

林资源是我国木材生产的重要原材料，在木材生产中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过度砍

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林业

可持续发展。尽管与林业技术相适应的工作种类繁多，

但是大部分大学生却不愿从事林业，这就造成了当前我

国林业领域的人才短缺。从施工的观点来看，在造林过

程中，必须对造林的土地进行合理的规划，并对栽植技

术进行改造，以保证造林项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目

前，我国的林业发展相对平稳，在促进生态发展和经济

效益的提高方面，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国目前

还面临着技术落后、管理体制落后、造林项目资金短缺

等问题，制约了我国林业项目的长期发展。绿化建设往

往要加大资金投入，若不能按时验收、不能按时拨付，

不仅会影响绿化项目的进度，也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

生不利的影响。另外，由于森林技术在造林时间、造林

方法和经营上的欠缺，会严重地影响到森林经营的效

益。但由于工程整体规划设计不够全面，未对施工场地

环境及影响因子进行分析、评估，是当前工程建设中遇

到的问题。

四、林业工程技术在造林绿化实践中的具体应

用策略

（一）正确选择栽植树木的时间

目前，造林和绿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在苗圃内进行

幼苗的培育，等幼苗达到一定的尺寸后，才能把幼苗移

栽到指定的地方。在植树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幼苗的

死亡，这不仅会影响到造林的效果，还会造成一定的经

济损失。因此，要降低这种情况，提高苗木移植的存活

率，就需要根据苗木的特性、当地的地理特点和气候特

点，选择合适的移栽时机。首先，可以优先选择发芽早

的幼苗，在确定好的位置后，再进行适当的移栽，给幼

苗创造良好的生长条件，提高种植的成功率。其次，在

移植幼苗时，要充分考虑到幼苗与幼苗的间距，若距离

太远，则要考虑到运输过程中幼苗的脱水问题，应在移

植前及时补充土壤，保证移植后的运输期间，保证幼苗

有足够的水分供应，防止出现脱水。在冬天，由于气温

太低，移植幼苗时，要尽量避免高温和低温，否则会导

致幼苗的大量死亡。

（二）正确选择栽植树木的方法

我国南北生态环境差距很大。不同区域之间存在较

大的生态系统和土壤含水量的差异。在造林过程中，应

对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土壤含水量进行分析，合理选

择造林方法，以保证造林质量。比如，对常绿阔叶植物

来说，应考虑到阔叶植物造成的水分蒸发，在移植之前

进行修剪，使水分流失最小化；对硬木幼苗，要在休眠

期间及时补水，防止因移植时水分的损失而导致树木死

亡；对生长条件要求较高、不易存活的树种，可以进行

土壤移植，使其根系始终保持在土壤中，以增加移植成

活率。移栽时，要遵守两个原则：春季播种，可将幼苗

置于日光下曝晒 1h，幼苗的根系承载着原生的泥土，在

起土后，把土包好，以保持根系的湿润，增加存活率。

另外，不同树种的移植方式也不尽相同。造林技术人员

在移植过程中，应考虑到各地区的生态环境特点、土壤

含水量、树种等因素，从而提高幼苗的存活率，实现预

期的绿化效果。

（三）做好幼苗的培育与管理工作

幼苗的培育与管理是关系到幼苗成活率的关键因

素。首先，加强对幼苗周边松软的土壤及杂草的防治。

松土可以提高土壤的氧含量，使硝化菌活性增强，并能

促进氨氮向硝态氮的转化，为苗木提供更好的生长条

件。根除杂草能阻止植物对土壤中的营养物质的过量吸

收，从而危及植物的健康成长。其次，要做好病虫害的

控制。病虫害不仅会给造林带来很大的影响，而且会造

成大批的树苗死亡和经济损失。控制害虫一般有两种方

法，一是差别控制，二是季节控制。区别防治就是要针

对害虫的活动特征和不同的病害类型，采用有针对性的

控制方法，以达到更好的控制效果。季节性控制应考虑

到害虫的季节性特征。在病虫害发生期进行控制，根除

害虫。另外，为了预防病虫害，还可以把树身涂成白

色。三是要强化防风。在幼苗的成长期间，若遇大风，

很容易发生断裂。尤其是在强风地区，要加强防风措

施，避免被强风刮倒，从而降低幼苗的存活率。

（四）加强造林灌溉管理

灌溉是对树木进行人工补水，增加土壤中的水分含

量，提高树木的存活率。有多种方法可以植树造林和灌

溉。绿化人员应结合当地的具体条件，如漫灌、沟灌

等，并注意控制浇灌强度。不但要全面浇水，还要保证

水分可以渗入树根，还要避免过量的浇水，以免根系过

多而导致树体腐烂。一般情况下，夏天的温度比较高，

所以最好是在早上和晚上进行浇水。但冬季温度偏低，

建议在正午浇水，以防止因灌溉引起的根系温差过大，

对林木生长不利。在秋季，要注意适量的浇水，控制幼

苗的生长速度，使幼苗木质化，保证能够顺利过冬。冬

天之前要浇水，保证冬天有充足的水分。

（五）合理施肥

在造林过程中，一些地方的土壤比较贫瘠，不利于

树木的长期生长。很多树只靠土壤里的微弱营养就不能

正常地成长。在此条件下，需要对树木进行人工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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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肥时，要充分考虑气候条件、土壤性质和幼苗的特

性，合理施用钾肥、磷肥和氮肥。在高温多雨的季节，

要经常使用少量的化肥。在低温条件下，可选用已降解

的有机肥料。根据不同区域的土壤构造，合理地施用化

肥，以弥补土壤中所缺少的元素，维持土壤的营养平

衡。同时，要根据树木的生长特点，适时地进行施肥，

在快速生长时期加大肥料的用量，在缓慢地生长期，适

度的减少或暂停施肥。

（六）做好森林管理工作

在完成树木移植后，要对已完成造林的区域进行森

林管理。为了保证幼苗的生长，必须采取现代化的技术

措施，以改善幼苗的存活率和品质。在绿化管理上，应

针对不同时期的树种，制订科学的养护计划，以保证幼

苗在不同生育期内所需的水分、营养，并采用科学的管

理措施，以保证幼苗的健康成长。同时，要科学地制订

毁林计划、补植措施，防止滥砍滥伐，推动林业持续发

展，持续提升森林覆盖率，建设生态宜居的环境。

（七）科学防治林木病虫害

目前，森林管理者和养护人员在进行林木健康管理

时，多数采用了速效药剂，这与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思

想相违背。使用该化学药剂后，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不良

影响。因此，在新时期的树木养护中，应尽可能地减少

化学物质的使用，并积极推行环保卫生控制。在具体的

控制上，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相关单位应当对本区

域内的林木进行统计。在掌握树种、分布、数量等方

面，要与科研单位共同努力，将各种树种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比如，对有害生物和病

原菌的天敌，可以在防治病虫害方面投入资金。二是在

生物控制技术不能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物理方

法，如人工除草等。对喜爱光照的害虫，可以利用光线

进行诱捕和杀灭。但是，在采用物理控制前，必须进行

小规模的实验，在掌握其控制效果后，才能大规模应

用，避免产生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和不良反应。

（八）实施低效退化林生态修复

目前，我国一些森林资源存在着大量的低效退化，

对森林的生态功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进行生态恢复

的过程中，应注意根据林业技术的发展规律，因地制宜

地进行生态改造。应重视科学、有效的处理方法，避免

人为因素的干扰，给森林生态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从

而使后期投入的资金持续增长。结合目前的植被状况，

采用混交管理模式，以保证目标树种的有效更新，积极

推进林地转变，保证森林生态系统的不断完善。另外，

由于个别树种会对地区生物多样性造成不良影响，很容

易造成病虫害，因此，在造林时要注意选择具有多样性

的绿化树种。植树造林是为了保证地区生态多样性，减

少病虫害的发生。从根本上消除对幼苗生长不利的生

物，保证了整个生态环境的稳定和健康，使整个造林项

目的效益最大化。

（九）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技术推广方式

林业建设的先决条件是改善森林生态环境，维护生

态物种多样性，增强其现实功能，促进多种有效利用，

真正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当前，生态林业建设具有重

大的历史任务，对推动我国绿色城市建设具有重大意

义。要提高生态产品的质量，建设适宜的生态环境，必

须不断完善森林经营方式，推进林业技术推广制度的创

新。林业科技推广是实现高效益林业的重要保证，也是

破解林业发展难题的一条有效途径。宣传组织要加强自

身的建设，增强环保意识，运用好科学技术。但是，由

于我国林业科技推广工作中的一些制度障碍，致使有些

工作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展。同时，由于缺少先进的林业

技术指导，导致了林业经营工作的粗放、效益低下，严

重制约了林业生态建设与林业科技的融合。为此，必须

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切实提升科技成果的后续服务，

以确保林业生态科技项目的顺利实施。政府要加大资金

投入，加大对科技成果的扶持，尤其是已经成熟的科技

成果的推广使用。

五、结束语

林业工程技术在造林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绿

化工程技术人员而言，要在整个工程建设中充分应用林

业工程技术，在栽植时机、施肥、病虫害管理、灌溉施

肥等方面合理施策，可以有效提高苗木的存活率，增加

造林效益。同时，应加强对森林的科学管理，维护林木

的长势，营造适宜人居的良好生态环境，推动我国林业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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