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0

农业科技管理: 2022年4卷3期
ISSN: 2661-3778(Print); 2661-3786(Online)

1　抗旱造林技术存在问题

1.1 对抗旱树种的选择问题

（1）由于不同地区气候特点，土壤特点的差异，因

此，在选择抗旱树种的时候，应该做到因地制宜。选择

前应该对当地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条件进行一定的调

查了解，根据结果来科学合理地选择树种，这样才能保

证树种的成活率，保证抗旱造林技术的效果。

（2）为降低成本，尽量选择成活率高价格较低的树

种，再结合当地情况分析是否适合种植，切不可盲目做

决定。总之，树种的选择是抗旱造林技术的关键部分，

做好树种选择，能对未来的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在树种的选择上还应该考虑是否好造成环境污

染的问题，例如桉树这一外来物种入侵使周围的树木被

剥夺养分而死亡，抗旱物种应该与当地原有植被和平相

处，不能因为抗旱工程就毁坏了原有植被，这对于环境

也是一种破坏，抗旱造林应该建立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

进行 [1]。

1.2 水资源紧缺

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但这并不代表任何区

域都能开展植树造林工作，特别是在一些土质条件不佳

并且干旱的地方，要想进行林业工程有较大压力，怎样

开展抗旱造林是重中之重。大多土质贫乏的地方基本都

存着水资源匮乏的问题，植物缺少水源的供应必然会限

制其自身生长，甚至还会出现死亡的现象，进而导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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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程树木成活率大大下降。针对抗旱造林技术，最重

要是怎样在土地贫乏的环境下为树木提供足够的营养和

水资源，从而保证其能正常健康成长。

1.3 干旱地区树种选择有很大的难度

干旱条件下，如何合理选择生存树种种植是长期困

扰相关部门的首要问题。具体而言，很多植物自身抗旱

能力强，但不能用于造林树种，且不适宜在部分地区普

及与培育。另外，不同气候环境与地理位置都会影响树

种栽种，因而相关部门要根据造林环境合理选择树种，

全面考虑树木的美观性，提高树种抗病虫害能力 [2]。

2　林业工程抗旱造林技术

2.1 做好造林前的整地工作

在进行具体的植树造林之前，技术人员需要对造林

土地进行分析。对于植树造林来讲，整地是造林工作的

基础，能为幼苗期的树种提供更优良的生长环境，提高

林木的存活率。通过整地能提高土壤的整体肥力，并消

灭土壤中的一些病虫害。技术人员需要科学了解地域水

分储存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保持土壤含水量。整地时间

大多选择在栽种前的半年，在此时整地能尽可能保持土

壤水分。

2.2 对抗旱树种的选择

科学选树种是确保造林效果的前提，如果树种选择

不合理，则无法保证造林成活率。干旱地区水源缺乏，

因而在树种的选择上要尽可能选择一些针叶树，针叶树

种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比较低。在实际操作中，还要参

考当地的气候和土壤等因素。一般情况下，本地优良树

种是最佳的选择，这主要是因为本地树种更能适应本地

气候环境，其生长习性和当地气候条件较为匹配，树苗

的成活率能得到可靠保障，后期的生长也比较稳定 [3]。

基于此，在进行树种选择时，能先考虑本地树种，再判

断树种根系是否发达，最好选择萌芽力强的树种，尽可

能缩短苗木生长周期。此外，所选树种应具有较强的病

虫害防御能力。在具体的操作环节，能将灌木类树种作

为主要选择的对象，因为此类树种比较适宜在干旱地区

生长，抗旱能力比较强。在进行树种选择时，要结合当

地以往的种植经验，参考具体的地质特征，在不适宜林

木生长的地区科学种植灌木，比较常见的灌木有柠条、

荆条、山皂角以及山杏等。此类树种的耐旱性能极强，生

命力旺盛。在科学选种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的抗旱造林措

施，能进一步提高造林水平，发挥林业工程的最大价值。

2.3 蓄水渗膜

蓄水渗膜造林技术是从材料学科中应用的新技术，

采用高分子薄膜材料，利用导水纤维法，在使用前将该

材料全部浸泡在水里，这种复合式材料会让水分透过材

料分子间隙而被包裹起来，然后使用时薄膜中的水分又

会随分子传导而释放出来，形成一种类似雾状的湿气，

提高荒山土壤的湿度，高效务实的缓解荒山水源缺少的

问题。这项技术更为科学有效，而且能实现水分在根部

土壤里均衡渗透，充分利用荒山地区的水资源，满足不

同树木类型生长阶段的具体要求，还能避免人工浇灌或

保水剂一次性蓄水水分过多而导致烧苗情况发生，还能

降低造林成本 [4]。

2.4 幼苗抚育

只有幼苗具有较高的成活率，才能最大化实现林区

建设目的。应用抗旱造林技术需要科学选择育苗方式，

实时补充森林资源。其中，幼苗抚育是林业工程抗旱造

林技术应用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内容，移栽幼苗时，务必

对其进行有效的管护，以便幼苗能形成较强的适应性，

最终长成参天大树。通常情况下，幼苗在生长阶段对于

环境要求较高，所以，应根据幼苗特性适当调整种植方

案。尤其是水资源的供应，避免让幼苗处于缺水状态，

不仅会影响幼苗枝叶长成，而且严重时会影响其成活率，

需根据土壤周边环境安装供水实施，保证幼苗具有充足

的水源。

2.5 栽植管理

在进行栽植时，针对不同栽植季节需要注意不同的

事项。如在春季栽植时，应以先栽植阳坡后栽植阴坡，

先栽植小苗后栽植大苗为原则；在夏季雨期栽植则需要

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一般可选在透雨后连阴天、降雨前、

小雨天进行栽植；秋季栽植则要控制在落叶后冻土前进

行，此时气温下降蒸发量随之下降，有利于苗木的吸水

扎根，早春生芽快。

针对抗旱能力强但难生根的树种可酌情使用 ABT 生

根粉，就是在进行苗木栽植、插杆育苗、封山育林等栽

植管理工作时，利用 ABT 生根是提高苗木成活率、促进

根系发育、增强抗逆能力。通常每颗可处理插条、苗木

3000-6000 株以上。而为了减少植株生长过程中的水分

与养分消耗，可进行截干，通常适宜于刺槐、杜仲、紫

穗槐、石榴、侧柏等。以侧柏为例，依据其生长特性截

干时可期初其苗冠的一半；而对于经济木，如桃、苹果

等可根据定干高度进行短截；针对刺槐、枣树等阔叶林

树种则能在稍高于地面处平茬截干 [1]。

3　抗旱造林技术应用问题的解决措施

3.1 树种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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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选择是抗旱造林技术的关键环节。如上所述，

抗旱树种的选择不仅要考虑其抗寒性，还要考虑其环境

适应性、经济性和抗虫性。一般来说，当地的抗旱物种

是被选择的。抗旱树种必须有发育的根，生长稳定，抗

旱能力差，适应性强。我国常见的抗旱树种有阔叶树种、

灌木和针叶树。其中，针叶树的抗旱性最强，其次是灌

木，而阔叶树在不同树种间的耐旱性有一定的差异。根

据当地的环境特点，针叶树在华北地区主要被选为抗旱

品种，而阔叶树在华南地区主要被选为抗旱品种。具体

树种的选择也取决于树种的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

3.2 混交造林

侧柏落叶少，对土壤的改良作用不大，因此，侧柏

造林要采用混交造林的方式，以便为侧柏提供适宜的生

长环境。采用针阔混交、乔灌混交造林方式，既能为侧

柏生长提供适宜的环境，又能提高林分的生态防护能力。

造林实践中，在干旱地区常选择山杏、刺槐、沙棘等与

侧柏混交。利用山杏与侧柏混交，山杏抗旱且生长快，

能为侧柏提供侧方荫蔽条件。刺槐有固氮作用，能促进

侧柏的生长，有利于侧柏尽早郁闭。沙棘耐高温、耐干

旱，根生根瘤菌能增加土壤氮素积累，提高土壤的肥力，

促进侧柏生长。营造侧柏混交林，能提高侧柏林分的整

体抗病能力，促进其幼林生长，增强防护功能 [2]。

3.3 施加抗旱剂和保湿剂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水平也在不断

提高，各种植物保湿剂和抗旱剂应运而生，并在实际应

用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如保水剂、根宝、旱地龙舟

等。因此，旱地造林工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能采

用抗旱剂或保湿剂方式，提高树木抗旱水平。结合实验

分析能看出，树木移栽后的一个月，对其根部喷洒旱地

龙和保水剂，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其根系，能发现使用抗

旱剂和保湿剂的树木根系，与未使用的树木根系相比，

使用后的树木根系密度较大、长度较长，并且成活率

高达 75%，而未使用保水剂和抗旱剂的树木成活率仅为

42%。由此可见，在抗旱造林工程中，相关部门能采用

抗旱剂和保水剂提高树木抗旱能力，虽然会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工程建设成本，但造林工程所发挥的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远远超出成本支出。

3.4 蓄水资源

种植树木最关键的是解决水资源的问题，对蓄水资

源提高重视，利用一切手段解决水的供应是抗旱造林的

关键之一。一般解决水供应主要采用的方式有两种，一

种是使用保水剂技术，而这种保水剂一般是一种高分子

树脂材料 [3]。利用保水剂能使树木充分吸收水分以及水

饱和还能将其应用于土地，总之这种方式能为树木的生

长提供必要的水分。再者就是利用覆膜技术，覆膜技术

有助于提高树苗的成活率。当干旱土地覆膜后，土壤中

的水分不容易流失，能保持土壤的湿度。

4　结束语

近年来极端天气诱发的旱灾、水灾、沙尘天气屡见

不鲜，而追踪溯源，造成这些状况发生的根本原因还在

于外界环境的改变上，所以根治这些极端现象出现的最

合理的方式也为还原最初上，那么植树造林任务，即林

业工程的进行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与此同时，也希望相

关人士和群众自觉监督，时刻关注我国林业工程抗旱造

林事业的进展，帮助其更快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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