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工程技术与发展 (10)2021,3
ISSN:2661-3506 (Online)  2661-3492(Print)

216

林业工程苗木培育及移植造林技术

李春生

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山东 菏泽　274500

摘　要：目前国家越来越重视林业工程苗木的培养，在土壤处理、种子选取方面尤为重视，同时择优选择育苗地，重视育

苗期的管理，从而优化林业工程苗木培育及移植造林技术。

关键词：关林业工程；苗木培育；移植造林

在推动我国林业工程建设、促进林业发展的过程中，

苗木培育技术及其应用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鉴于林业工

程本身具备的系统性特征，关于培育技术和工艺的基础工作

必须引起相关从业人员的高度重视。这些年来，我国苗木培

育和移植造林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苗木培养整理效率和

苗木的成长质量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从业人员依旧不

能忽视各环节的技术要点和应用要求，要在实践中不断优化

应用，丰富林业苗木培育经验，创新林业苗木培育技术，这

样才能促进林业建设工作更好地发展。

1 苗木培育技术

1.1 技术选择

在实际培育树苗的过程中，林业工作人员应该合理选用

适当的生产环境与培育技术，并根据当地水文、地理条件，使

林业育苗相关工作可以达到适当的效果。不同的树苗的生长环

境具有差异性，地区的温度、湿度、地下水位状态都能够直接

影响树苗生长情况，在树苗种植之前，需要细致地做好除草、

施肥等基础工作，促使树苗能够快速的生长；在树苗生长的

1 周—20 周，林业工作人员需要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化学试剂

除草方面，抑制杂草的生长；在树苗生长的 1 年—2 年内，

林业工作人员需要防止动物破坏树苗，加强对于树苗区域的

林业管理，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保障树苗可以茁壮成长 [1]。

1.2 种植苗木技术

对于提高林业工程质量，不仅要选择良好的种子，还

要充分做好种子的选择和处理工作，两者对林业的发展都有

着重要意义。要以本地优良的母树为种子，应加强种子、母

树形状等方面选择，确保林业工程苗木培育的质量。在种子

播种前，应做好种子催芽工作，对种子进行淘洗、消毒等，

提供合适的温度、湿度及养分等环境。在播种过程中，要仔

细检查种子的发芽率，避免种子播种时间不恰当从而导致种

子发芽率不理想，甚至发芽率过低 [2]。

1.3 种子播种技术

树苗播种需要把握地区、温度、湿度、水分等关键因素。

首先，林业工作人员需要细致地调查播种区域的天气情况以

及水文地理信息，选择在合适的天气开展相关播种作业。在

调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可以到当地气象部门调取近十年来气

象变化报告，以及降雨量报告，对地区天气情况进行细致的

分析。而后通过地质勘探办法，对区域地下整体结构和地质

情况进行调查，保障树苗成长环境条件可以得到控制。其次，

在播种过程中，工作人员要重视温度与湿度的控制，若遇到

暴雨、干旱等突发性天气，可以进行引水或滴灌的方式进行

作业。滴灌技术一般应用于较为干旱的天气，该技术可以节

约大量的水资源，为树苗生长提供基础条件，保障其前期发

育状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长时间滴灌作业会使树苗根部

生长发育迟缓，树苗扎根过浅，因此，滴灌技术只能适用于

一段时间，而无法进行长时间供水作业。而引水则是针对降

水量较多的暴雨天，将多余积水引致其他区域，保障树苗根

部不会腐烂。最后，林业工作人员需要定期对树苗生长状态

进行检查，在播种的前三周，最少两天记录一次树苗生长状态，

保留相关数据内容，方便对树苗后期生长管理加以处理 [3]。

1.4 苗木施肥技术

苗木在不同生长阶段所需的肥料有一定的差别，应结合

苗木实际的生长状况，确定肥料的使用次数和施肥量。苗木

施肥由两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底肥和追肥。底肥要采用经过

发酵处理的圈肥，施用量大约为 150 g/m 2 ，且要保障均匀施

肥。出苗 30 d 后进行第 1 次追肥，包括氮肥、磷肥、钾肥，

施肥量在 10 ～ 12 kg/hm 2 ，15 d 后进行第 2 次追肥。苗木在

生长旺盛期时，需要大量的钾肥。在施肥时要注意肥料与水

分的结合，以便充分发挥肥料的作用，促进苗木快速生长 [4]。

1.5 苗木移植技术

把握移植时机多年的实践证实，苗木移栽与造林时间

的确定对苗木生长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工作人员要

明确每年的 3 月—4 月为重要的育苗时间，这个季节气温逐

渐升高，又有充足的水分保证，能够满足幼苗成长的需要。

在幼苗成长最适合的时期育苗，且利用多降雨的天气造林移

植，幼苗存活率较高。工作人员要利用春季让幼苗更好地发

芽成长，在进行移植前，还要结合不同地区实际的气候情况

和地理环境，对移植方案进行更完善的规划，利用苗木成长

特点以保证移植效果和移植质量。通常来讲，幼苗的移植包

括开挖、运输、定植几个步骤。（1）苗木起挖，苗木起挖

时间和数量要符合造林项目要求和符合天气条件，尽可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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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苗木起挖搁置时间过长而造成的根部水分流失，影响苗

木的存活率。（2）苗木运输。苗木运输过程中要轻拿轻放，

对于大苗，需要借助机械设备运输的苗木要做好运输途中的

保护工作，护住根系，确保根系的湿润，避免运输过程中造

成苗、根的破坏。（3）苗木定植。苗木定植要能确保植物

的品质，一方面，保证苗木能够更快、更好地适应新的土壤

环境和气候环境，另一方面，还要做好苗木的养护工作，浇

水要避免漏水问题。当遇到大规模种植、一天无法完成的情

况下，要进行假植浇水，保障根系的湿润。移植后还要做好

对植物的加固处理，避免苗木倾斜、被吹倒 [3]。

1.6 造林范围选择的技术

要点在进行林业工程移植造林时，避免在造林区域内

超过绿地规划界限，除了确保苗木存活率与生长速度之外，

还要根据林业工程整体规模以及相关要求来确定造林范围。

与此同时，还应确保森林绿地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相互协

调，将森林绿地的环保价值发挥到最大。由于苗木种类不同，

其存活率、胸径以及高度等也具有一定差异，因此在确定造

林范围后，需统筹相关信息，对树木移植地点进行合理规划，

进而提升不同种类苗木在固定范围内的分布趋势与综合规

划效果。另外，根据苗木种类的移植条件，对树坑分布区域

进行精细调整，提高造林范围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2]。

1.7 控制移栽密度

工作人员还需掌控好苗木移植的密度，这样能减少苗

木之间对养分和水分的争夺，避免缺少养分、水分的情况发

生。因此，需要工作人员综合全方位的因素参考，比如要参

考植株的成体高度、土壤养分、根系的大小等，确保苗木移

植后相互间不会产生影响。此外，还要预防移植的密度过密

导致周边环境发生改变，需要以实际土壤的状况来选择与栽

种苗木，为苗木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3]。

2 移植密度控制的技术要点

2.1 控制苗木移植

密度对提高造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进行苗

木移植时，需充分了解造林范围，并根据苗木生长特点，对

其移植密度进行科学控制，防止苗木移植密度过低而浪费土

地资源或苗木移植密度过大影响苗木的健康生长。尽可能降

低苗木破损程度，提升苗木存活率，从而提升林业工程的社

会经济效益。值得注意的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控制苗木

移植密度具有一定难度。基于此，应在苗木移植过程中对可

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严格控制，确保苗木移植密度合理，最大

程度上减少阻碍林业工程建设的因素，使苗木移植与造林的

优势得以体现 [1]。

2.2 确定造林规格

进行苗木移植时，只要是不符合移植条件的苗木，一

律不许使用，工作人员要严把规格关，筛选条件为苗木 4cm 

胸径，树龄为 3 年，且要求小型乔木有 40 cm 高度，大型乔

木有 120 cm 高度。注意关注树苗的成长情况，结合我国林

业移植造林的基本情况和当地的实际特点，在对其高度进行

掌控的情况下控制用苗量，比如 10 000 m 的林地苗木数量

通常控制在 500 棵左右，比例为 1 ∶ 20[2] 。

2.3 森林质量监测的技术要点

森林质量监测具有长期性特点，当完成林业工程苗木

移植造林工作后，应对森林整体质量进行监测，通过采用现

代化手段，对苗木移植造林技术潜在风险进行了解，降低森

林火灾发生概率。加大监管力度，确保质量监测工作落实到

位，进而提高森林质量，有效解决林业工程苗木培育与移植

造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

3 林业工程病虫害防治

在树苗生长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病虫害防治，因为树

苗的种植时期是气候比较温和的季节，适宜病虫害繁衍。在

种植树苗时，要加强病虫害防治工作。例如，定期检查种植

的树苗，及时使用药物或者提前采用赤眼蜂等物理防治措施

预防病虫害 [3]。

3.1 差异性防治

病虫害的主要特点是种类繁多、数量丰富。因此，可

以对病虫害开展差异性的防治工作，比如白粉病可采用 50%

胶体硫 50 ～ 100 倍液，每隔 7 d 喷洒 1 次，连续 2 ～ 3 次；

介壳虫可选用 25% 亚胺硫磷 1000 ～ 2000 倍液。如果病虫

害较为严重，也可将呋喃丹埋入其根部。

3.2 季节性防治

春季和冬季是预防林业工程病虫害的重要时间。春季

是虫害萌发阶段，只要改变幼虫外部生长环境，就能够有效

防治病虫害，春季也是虫害大量繁殖的季节，而在冬季做好

这项工作能有效减少春季的虫害。在冬季，要及时对苗木进

行清枝，可以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清除苗木虫害 [4]。

结束语：综上所述，林业工程是我国推动生态建设的

重要内容，而苗木培育技术和移植技术又将直接影响苗木的

生长质量与水平。因此，从业人员需重视林业工程中苗木培

育技术及移植造林技术的应用，在林业项目的发展过程中，

注意苗木移植与技术应用的要点，从移植时间、造林规格、

移栽密度的把控以及移植技术等方面不断地加强提升，全面

提高移植技术应用的效果，为苗木培育及移植造林营造良好

的环境，促使幼苗健康成长，不断优化林业生产，最终推动

我国林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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