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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森林是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福建安溪实施“林长制、林

长治”[1] 的生态目标，在“林”字上精准发力、在“长”

字上履职尽责、在“制”字上探索创新，形成了“山有

人管、林有人护、责有人担”的工作格局，把“绿”作

为本土发展的亮丽底色 [2]。

近几年，安溪县大力实施植树造林，大力发展生态

造林、护林工作，持续提升森林面积和蓄积量等多项绿

色指标 [3]。而在营造林项目中，苗木的质量是一个决定

性因素，直接关系到营造林的工作成果。为此，本文从

实践出发，对营造林苗木质量管理方面的影响因素及存

在的问题展开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1、加强营造林苗木质量管理的必要性

近几年，安溪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和防止

“非粮化”，充分利用宜林荒山荒地荒滩、废弃地、村庄

“四旁”地造林，将迹地更新、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低

产低效林、退化防护林相结合进行改造提升，推进沿溪

沿路、重要路段沿线、城镇周边等重点区位的森林质量

精准提升建设，营造以乡土珍贵阔叶树种为主要树种的

阔叶林，同时，加强沿线村镇、景区的绿化美化工作，

建设高品质的防护林体系和森林生态景观带，大力创建

国家级森林城市、省级森林城镇和森林村庄，有序推动

安溪县造林绿化工作。在各项造林绿化项目中，安溪县

造林绿化站在森林经营上已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也

提高了林木种苗的质量。“林以种为本，种以质为本”[4]，

苗木是一切造林绿化的基础，优质的苗木是造林绿化成

功的重要保障。

1.1 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

国家出资、国有林场按照林业主管部门规定的规划，

使用好的林木种子。安溪县林业局转达：《泉州市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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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营〔2022〕1 号）[5]，《通知》明确提出将 2022 年乡村

绿化提升、乡村公园建设、重点区位中幼岭林及未成造

林地抚育、设施油茶（抚育、绿色高效栽培）等市级第

一批造林绿化项目建设任务，主要造林树种良种使用率

发展目标。

1.2 营造林技术规程的明确规定

《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16）[6] 建设林业必

须使用具有各类许可证与合格证，也必须得使用有产地

标明的苗木，不允许使用来源不知、没有合格证以及未

经引种试验的苗木，更要在造林档案中保留苗木的来源。

1.3 安溪县的明确要求

从 2019 年起，安溪县先后下发了加强苗木质量监督

管理，加强各单位间的联系，把重点造林苗木良种率、

质量监管纳入营造林核查体系，提出确保苗木安全等方

面的明确要求。

1.4 国家的严格要求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9 年全国林

木种苗质量抽查工作的通知》（办场字〔2019〕59 号）、

《2019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木种苗质量抽查工作指南》

中，重点检查单位造林、假植造林，特别是重点工程造

林、国有林场造林和各级财政资金造林的建设方案，对

苗木的使用有严格的品质标准；在采购合同、协议或运

输程序中，品质标准与产品设计和苗木标签的是否一致；

在造林文件中，种植假植幼苗的保护与标识均有严格的

规定。

2、影响营造林苗木质量的因素

2.1 规划因素

“南为橘北为枳”要保证营造林的苗木质量，必须坚

持“适地适树”。因此，在进行营造林之前，要对营造林

周边的土壤进行全面的调查，根据土壤特点来选择合适

的苗木。同时，结合当地县区的环境气候特点选择合适

的苗木品种，只有在适宜的条件下，可以从根本上改善

营林的生长品质。但是，在很多地方由于前期调研规划

不细致全面，从而造成了苗木的生长质量低下且苗木生

长状况堪忧。

2.2 栽植技术因素

除了前期的调研规划外，第二个影响苗木品质的因

素是栽植技术，工人在栽植时不能正确地控制栽植方式

和密度进行栽植，这会对苗木后期的生长发育产生不良

影响。

2.3 维护因素

在造林后，后续对苗木的管护和培育也直接影响到

到营造林的苗木质量，苗木栽植完毕后要对苗木进行科

学的水肥管理，采取适当的抚育措施，为苗木幼苗营造

更好的生长条件。在调查中发现，包括安溪县营造林工

程在内的部分区域仅仅把栽植工作作为其工作的结束，

而忽略了苗木的后期栽培与管理，造成新造林的树苗木

矮小，甚至被杂草所覆盖，而在病虫害多发的季节，却

忽略了防治新造林的病虫害。这些问题极大地影响了苗

木的正常生长，使整个营造林的整体质量下降。

3、营造林苗木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安溪县近几年一直加强对营造林用苗的管理，造林

成活率、保存率和造林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

实践中仍有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3.1 造林时使用高品质苗木意识不强

在造林过程中，由于业主对造林苗木的品质要求不

强，没有选择壮苗、袋苗进行种植。在造林作业设计时

没有将苗木的各项规格要求融入设计。

3.2 苗木采购及使用随意性强

部分造林者因其主观原因，未能做到“适地适树、

适种源”、“就近用苗”“使用乡土树种”的原则，存在着

使用没有种苗质量安全许可证和“低价苗”等问题。

3.3 造林方案设计中对种苗质量要求不明确

多数业主在规划设计时，未能清晰地反映出树种的

来源、品种、规格等定性指标，即使有，也是不完全的，

有的甚至与标签上的内容不相符。

3.4“两证一签”制度坚持不够

一些苗圃在收购苗木的时候，没有“两证一签”，也

没有任何生产许可证和种子证书。即便取得了也无法列

入造林档案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导致了对苗木品质管

理的工作缺失。

4、强化营造林种苗质量管理的建议

4.1 提升苗木成活率的管理措施

第一，树种选育的适应性、抗逆性、抗寒、抗旱、

抗病虫害能力等因素对其存活率的影响很大，福建省安

溪县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南、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19~21 摄氏度，年降雨量充沛，夏季长而炎

热冬季短而五严寒，农作物以免可三熟。适宜的气候条

件使本地苗木资源十分丰富。同时尽可能减少运输距离，

以当地苗木为优先，并采取必要的保湿措施，以避免幼

苗的枯萎；最后要根据需要进行育苗，防止苗木积压太

长，影响成活率。

第二，要掌握好栽种时间。安溪县秋季冷的较早，

春季来的稍迟，农作物常受“三寒”危害，但是夏季长

而降水较多，因此在荒山造林时尽量选择在春季或初冬

时节，避开“三寒”与雨季。栽种时首先进行整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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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灌溉的水源或营养液不会因为地势而流失。在确保

灌水次数和灌水条件下，可以进行大面积的春季造林。

另外，为了提高幼苗的存活率，可以采取夏季整地、秋

季造林等措施。

第三，提高栽种技术：为了提高苗木成活率，建议

挖大穴，下基肥，回表土，使根系得以充分伸展，采取

“埋、抬、踩、三埋”的种植程序。

第四，明确苗木栽植原则：①苗木的选择要坚持积

极推广乡土树种、轻基质容器苗的种植，禁止使用截干

苗和劣质苗，大力营造混交林。②坚持生态建设和经济

发展的有机统一，大力种植绿化树种，合理种植防寒、

抗旱、抵病虫害、易于管理的树种，为荒山造林工程创

造良好效益；③要坚持自主创新、学习、借鉴，一方面，

要发展地方树苗管理技术，因地制宜，积极推广地方树

种；另一方面，可以采用保水技术和地膜覆盖技术，使

国内树苗管理技术不断提高。

4.2 提升苗木生长量的管理措施

第一，合适的地点栽种合适的树木，在荒岭中栽种

的苗木每一种都有其优点，正确的种植地点是确保苗木

健康成长的关键。要想在正确的地点栽种正确的苗木，

则需要对苗木有全面性的认知，并对其栽种地点进行实

地调研。此项工作的重心在于合理对乔木、灌木、针叶

树、阔叶树等树种进行适当规划，以保证苗木的正确栽

种。同时，要充分利用好土地资源，以达到最佳的生态

价值和绿化效果。

第二，要加强土壤的管理以提高苗木的存活率，促

进其生长。一般采用机械耕作和人工开凿耕作。机械方法

进行土壤处理大多被运用在丘陵缓坡区域，带状机的深度

是20-25公分，宽度是1米左右。在栽种的时候，要在地

面以穴状挖坑；人工整地主要应用在平原沙荒等地区，大

多采用鱼鳞坑等方式，根据树种的特点而进行栽种。

第三，一般松柏和灌木整地是人工开凿，在南方造一

个人工的小背阴，在南北两个小山坡上建一个便于收集

水分的小山坡，在洞里填上熟土，在种植时可以用铲子

“窄缝栽植”，或者在灌木洞里直接种植；而对阔叶林则

是在机械耕作之后，再进行深挖。根据安溪县近两年来

的造林实践，采用上述方法可以提高土壤水分含量，而

且松软程度适宜。

第四，合理的造林密度对苗木的生长有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对水分、肥料的吸收和光照强度等因素的影响很

大，因此在造林时要适当地控制种植密度，一般情况下

密度可以控制在 167-222^/667m2 左右，而大型景观林则

需要进一步减少种植密度，一般为 56 株 /667m2 内。安溪

县属戴云山脉向东南延伸部分，东西两部分属于南、中

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由于地形地貌之差异，所以由

于不同地区土壤和水源条件的差异，从而造成了苗木配

置的多样性，因此在造林时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种

植密度。

第五，加强苗木的日常养护和病虫害的控制，是保

证苗木健康成长、提高成活率的关键。所以在苗木的质

量管理中，要从除草、施肥、松土、抹芽、剪枝、灭鼠

和防害虫等方面入手，对苗木进行综合的养护。在实施

过程中，要根据安溪县本地的苗木生长条件、苗木特性

状态、常见病虫害等因素，因地制宜、精心培育养护，

并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5、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使我们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提升

造林苗木质量管理成效的关键就必须把所有与营造林有

关的工作都做好，确保营造林质量，杜绝各种影响营造

林质量的因素，提高苗木的存活率，促进苗木生长。因

此在苗木的种植与养护中，造林部门必须要采用先进的

造林技术手段，并积极研究苗木质量管理的技术，以确

保造林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同时加强对营造林建设项目

的管理，包括对营造林数据的管理，确保建设项目的实

施，从而推动林业的迅速发展，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实现“绿水青山即金山银山”这一绿化概念，促进经济

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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