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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木资源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资源之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林木资源的需求量也

与日俱增。为了满足当下快速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我国在林业工程苗木培育及移植造林工作上给予的重视度也越来越高。

然而,林业工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想要提升工程整体质量,就需要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造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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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并缓解当下日益严重的

环境问题,人工造林工作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然而,

由于各个种植地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等都有所不同,这就

要求林业工程苗木培育与移植造林人员有效结合当地条件,

有针对性地提升人工造林技术水平。以下内容对林业工程苗

木培育技术及移植造林技术进行了分述。 

1 林业工程苗木培育技术 

林业工程苗木培育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作。主要涵盖以

下几个方面内容：科学合理地选择、处理种子；科学合理地

选择、处理苗木培育地；有效把控播种时间、播种条件；施

肥技术；苗期管理技术。以下内容将对此进行分述。 

1.1 科学合理地选择、处理种子 

科学合理地选择、处理苗木种子,是影响苗木培育工作

质量的重要且基础性工作。在选择种子的过程中,工作人员

需要有效结合当地的土质、地形等自然条件,以此来确保所

选种子适合当地的成长条件。其次,要选择优良母树的种子,

通过结合母树的形状、种子外形等,来判断种子质量好坏。

在处理种子时,要提升处理工作的科学合理性。首先要选择

优质的催芽环境,并按照严格按照催芽程序,如淘洗、清理、

消毒等,来确保催芽流程的正确性,并提升催芽质量。其次,

为了有效提升苗木播种质量,在催芽流程中要及时进行萌发

率实验。 

1.2 科学合理地选择处理苗木培育地 

在选择苗木培育地时,要坚持交通便利、位置适中,并具

有较好的排水条件、土壤肥力等。首先,就当下的土质来看,

轻壤土、壤土与沙土壤是比较适合苗木生长的土质类型。如

果种植地的土质为沙土、粘土或者盐碱土时,为了保证苗木

成长质量,需要通过人工改良的方式,来改善土壤生长条件。

其次,为了提升苗木成长质量,要保证苗木培育地阳光、温

度、水分、土壤等资源的均衡。再次,要保证苗木培育地交

通便捷,方便培育人员及时关注到苗木成长情况,并保证相

关机械进入培育地,来进行耕种或者运输等操作。 

1.3 有效把控播种时间、播种条件 

首先,为了提高播种效率,在正式播种前,工作人员需要

根据选定的苗木品种,并结合当地的气候情况、地质条件等

信息,来有针对性地选择播种时间,防止因为播种时间过早

导致苗木发芽率低,或者播种时间过晚影响到苗木的成长周

期等等。其次,在播种时,要有效把控播种的温度条件。当播

种时温度较低时,可以通过施撒有机肥方式,来提升土壤的

基础温度。亦或者,在天气干燥,且高温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灌溉、遮蔽等方式,来降低土壤的温度等。 后,要保证土壤

的水分条件。从我国气候条件来看,一般在进行苗木播种时,

多会出现风沙或者高温天气,此时,为了保证种子及时发芽,

需要确保土壤的水分条件。当土壤水分较少时,可以通过灌

溉方式来增加土壤水分。 

1.4 有效把控施肥技术 

苗木在成长阶段,离不开充足的土壤肥力。这就需要苗

木培育工作人员,结合土壤的肥力情况,来科学合理地选择

肥料种类、肥料数量与施肥次数等。首先,由于苗木的种质

存在差异性,管理人员需要有效结合这种差异情况,来科学

合理地选择底肥,如肥料是通过长期对方发酵后的圈肥,则

需要将用量控制在 150g/m2。其次,施肥管理工作需要结合苗

木具体成长情况来进行,以满足苗木实际的成长需要为标准,

防止施肥量过少引起苗木成长质量欠佳,或者施肥量过多而

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 

1.5 科学合理运用苗期管理技术 

苗木种子在发芽后,进入幼苗成长阶段。此阶段的苗木

生命力较为脆弱,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因此,科学合 

理地运用苗期管理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为了防

止幼苗发生倒折现象,需要为幼苗设置相应的扶持物或者障 

 

力,保证椒树稳产、高产,增加农民收入,达到尽快脱贫致富

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黄嘉佑.气象统计分析与预报方法[M].气象出版社,2004:20-21. 

[2]朱乾根.天气学原理和方法[M].气象出版社,1992:13. 

[3]王颖,王晓云,江志红,等.中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危险

性评估与区划[J].气象,2013,39(05):585-591. 



农业科学 
第 2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9 年 4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7 

Agricultural science 

碍物。其次,要防止病虫害侵袭。再次,要及时为幼苗除草。

随着时间的流逝,苗木在进入幼苗时期后,土壤会出现不同

程度的干硬现象,这就需要培育人员及时为幼苗松土,防止

土壤板结。在松土过程中,将土壤中的杂草去除,防止水分、

营养成分被杂草吸收掉。随着幼苗的逐步发育,其自身的生

命力越来越顽强,杂草对其的危害性也就会大大降低。 后,

要及时为幼苗施肥或者浇水。为了保证苗木的成长环境,需

要结合土壤的具体养力情况,来有针对性的展开施肥或者灌

溉工作。 

2 林业苗木移植造林技术 

当苗木成长到一定阶段,为了再次提升苗木的存活率,

林业工程管理人员需要结合苗木的具体生长情况,来有针对

性地进行移植。而为了提升移植苗木的存活率,就需要做好

以下几项工作。 

2.1 科学合理地把握移植时机 

由于不同种植地的地质条件、气候条件等存在不同,这

就决定了移植的时间也会存在不同。就我国当下的移植情况

来看,北方苗木的移植时间多是固定在 3 月份到 5 月份。此

时间段已进入春天,天气逐步回暖,气温逐步上升,苗木受外

在环境的不利影响较小。其次,移植人员需要具有先进的移

植技术,万万不可在技术设备不完备的情况下,就盲目进行

移植,进而影响到苗木移植存活率。 

2.2 科学合理地把控苗木的规格与大小 

苗木移植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苗木规格与大

小的影响。因此,科学合理地把控苗木的规格与大小尤为重

要。如果将高度较小的苗木与符合规格标准的苗木一同进行

移植,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苗木移植的存活率。 适宜的苗

木高度可以控制在 40cm 到 120cm 这个范围。 

2.3 保证移植苗木根茎枝干的完整性 

在移植过程中,需要保证苗木根茎枝干的完整性,尤其

是苗木的根系,可以用蘸水的泥土将根系保住。同时,在运输

过程中,要尽量减少对移植苗木的颠簸,防止苗木根茎枝干

受到损伤,并尽量减少运输时间,确保移植苗木及时能够进

行栽种。 

2.4 确保苗木移植栽种密度的合理性 

苗木在移植栽种时,需要根据苗木生长特点以及土壤的

肥力,来科学合理地把控苗木栽种密度。比如,在移栽一些小

型乔木时,可以将间距控制在 40cm 左右,在移植大型乔木时,

需要将密度控制在 120cm 左右。 

2.5 做好苗木移栽后的病虫害防治工作 

苗木在成功移栽后,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方可以将根

系深深地扎入移栽后的土壤中。而在这期间,一旦出现病虫

害,就极易影响到苗木的成活率。为此,在苗木移栽后,需要

及时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为了减少病虫害爆发几率,管理

人员需要坚持“以预防为主、治理为辅”的防治策略。只有

防患于未然,才可以将病虫害的不利影响降到 低。 

3 结束语 

总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对林木的需

求量也与日俱增。同时,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

为了更好地满足生态经济发展需要,我国在林业工程苗木培

育与移植造林工作上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精力。为此,以上内

容对林业工程苗木培育技术与林业苗木移植造林技术分别

进行了分析。希望可以给相关工作者带来一定的启示作用,

并促进我国林业工程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快速、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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