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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内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在实际建设期间予以政策支持。但干旱问题却成为了林

业工程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阻碍。我国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面积广袤,在这些区域开展造林工作面临着水资

源匮乏、土壤水分蒸发快难题,导致苗木成活率低、林木生长缓慢。在此背景下,抗旱造林技术的运用成

为解决干旱地区林业工程建设难题的关键,对于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贯彻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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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rovided policy support during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period. However, drought has become an undeniable 

obstacle in forestr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vast areas of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 in China face 

challenges in afforestation due to water scarcity and rapid soil moisture evaporation, resulting in low survival 

rates of seedlings and slow growth of trees. In this context, the application of drought resistant afforest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key to 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in forestr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arid areas, and 

has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forestry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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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森林在地球中有着地球之肺的称号,在调节气候、涵养水

源、保持水土以及其他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但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干旱问题愈发严重,这给林业

工程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干旱地区,造林工作常常面

临着苗木难以扎根、成活率低下的困境,许多新栽种的树木因

缺水而干枯死亡,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严

重影响了林业工程的进度和效果。传统的造林技术在干旱环

境下效果不佳,难以满足林业发展的需求。基于此,在现阶段

探索和运用科学有效的抗旱造林技术,提高干旱地区造林的

成功率,已经逐渐成为当前林业工程发展建设中有待解决的

重要问题之一。 

1 抗旱造林技术类型以及运用 

1.1树种选择技术 

树种选择是抗旱造林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造林的成败

和林木的生长状况。在干旱地区,土壤水分匮乏、气候条件恶劣,

因此必须依据当地的土壤、气候条件,挑选适宜的树种。从土壤

条件来看,干旱地区的土壤类型多样,包括沙质土、黄土。沙质

土透气性好,但保水性差,适合种植根系发达、耐旱性强的树种,

如沙棘。沙棘具有强大的根系,能够深入地下寻找水源,同时其

根瘤还能固氮,改善土壤肥力。黄土质地黏重,肥力较低,刺槐则

是较为合适的选择。刺槐适应能力强,能在贫瘠的黄土中生长,

且具有一定的耐旱和抗风沙能力。气候条件也是树种选择的重

要依据。干旱地区通常降雨量少、蒸发量大、气温变化剧烈。在

这种气候条件下,应选择耐旱、耐高温、抗寒能力强的树种。比

方说侧柏是一种常见的抗旱树种,它能适应干旱气候,对低温也

有一定的耐受性。侧柏的叶片呈鳞片状,表面积小,可减少水分

蒸发；其根系发达,能深入土壤吸收水分。另外,胡杨也是干旱

地区的优良树种,它具有耐旱、耐盐碱、抗风沙的特性,能够在

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生存。胡杨的树皮坚硬,可防止水分散失；其

根系非常发达,能扎根到地下十几米深处获取水源。并且不同树

种的抗旱特性存在差异。一些树种通过形态结构的特化来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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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环境,如叶片变小、变厚,表皮角质化程度增加,气孔密度减

小,以减少水分蒸发。还有些树种则在生理生化方面表现出抗旱

性,如具有较高的渗透压,能在低水势下吸收水分；合成和积累

脯氨酸、甜菜碱等渗透调节物质,增强细胞的保水能力。 

1.2保水整地技术 

保水整地是抗旱造林的重要措施之一,常见的保水整地方

式有鱼鳞坑、水平沟,这些方式对土壤水分保持起着关键作用。

鱼鳞坑是在山坡上挖掘的交错排列、类似鱼鳞状的半圆型或月

牙型土坑。其作用一方面是具有一定的蓄水能力,能够拦截坡面

径流,减少水土流失,起到保水保土保肥的作用。当降雨时雨水

就会流入鱼鳞坑,被坑内的土壤吸收和储存,避免了地表径流对

土壤的冲刷。另一方面是可以增加土壤的含水率,为树木生长提

供充足的水分。鱼鳞坑内的土壤水分含量相对较高,有利于树木

根系的生长和发育,提高树木的成活率。鱼鳞坑一般适用于地形

破碎、不便于设置截水沟的地区,以及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干旱

山地及黄土地区。其规格根据当地降雨量、地形、土质和植树

造林要求而定,一般鱼鳞坑间的水平距离(坑距)为1.5-3.0m(约

2倍坑的直径),上下两排坑的斜坡距(植树的行距)为3-5m,坑深

度0.4-0.5m,坑长0.8-1.5m。水平沟是沿等高线自上而下内切外

垫,修筑成一种里低外高的台面,台面水平或稍向内倾斜有较小

的反坡,也称反坡梯田。首先,水平沟的作用之一是拦蓄降雨,

提高土壤含水率。水平沟能够将降雨拦截在沟内,使雨水充分渗

透到土壤中,减少地表径流的流失,从而提高土壤的蓄水能力。其

次,可以改造低效劣质侵蚀土地,提高水土资源利用率。通过修

筑水平沟,可以改善土壤的结构和肥力,为树木生长创造良好的

条件。水平沟在干旱的石质山地、黄土山地的缓坡和中等坡均

适用,一般在山石多、坡度大(10度到25度之间)的坡面上采用。

其阶面宽度随坡度大小和栽植树种而变,坡度小的阶面较宽,反

之较窄,一般1-1.5m,树苗植于阶面中间。 

1.3苗木处理技术 

苗木处理技术对于提高苗木成活率至关重要,常见的苗木

处理技术包括截干法、蘸浆法、浸泡法。截干法是将苗木的地

上部分截断,保留一定长度的主干。该技术主要适用于萌芽能力

强的树种,如刺槐、花椒。通过截干,可以减少苗木地上部分的

水分蒸发,促进地下侧根的生长,从而有效提高造林成活率。在

实际运用中,对于刺槐、花椒苗木,一般将其截成10cm左右进行

栽植；对于一些经济树木,如杏树、李树,则需将其截成70cm左

右进行栽植。截干栽植后,需使用泥浆等将截干产生的剪口进行

封口处理,防止苗木中的水分从剪口蒸发,导致苗木干枯、抽条。

蘸浆法是将苗木的根系蘸在泥浆中,使根系表面附着一层泥浆。

泥浆可以为根系提供一定的水分和养分,保持根系的湿润,从而

提高苗木的成活率。具体操作过程中,先将需要种植的苗木起出,

然后将苗木的根系放入泥浆中蘸匀,使根系充分吸收泥浆中的

水分。蘸浆法操作简单,成本较低,是一种常用的苗木处理技术。

浸泡法是将苗木浸泡在清水中,使苗木充分吸收水分。该技术适

用于经过假植、长途运输的苗木,这些苗木的根系在运输过程中

容易失水,通过浸泡可以有效补充苗木失去的水分,增强苗木的

抗旱能力。在造林前1d,将苗木浸泡在清水中24h,若苗木失水较

重,可延长浸水时间2-3d。浸泡后的苗木应及时进行栽植,避免

长时间放置导致根系再次失水。 

1.4节水保墒技术 

节水保墒技术是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保持土壤水分的重要

手段,常见的节水保墒技术有地膜覆盖、秸秆覆盖等。地膜覆盖

是在苗木定植后,将地膜覆盖在树盘表面。首先,地膜覆盖的作

用是可以抑制土壤水分蒸发,地膜能够阻挡土壤表面的水分蒸

发,减少水分散失,保持土壤湿度。其次,可以提高土壤温度,地

膜可以吸收太阳辐射,使土壤温度升高,为苗木生长创造良好的

温度条件。再者是能促进苗木生长,地膜覆盖形成的小气候有利

于苗木根系的生长和发育,提高苗木的成活率和生长速度。在进

行地膜覆盖时,先把膜的一边向中心剪一道缝,栽时把穴(树坑)

整成浅锅底形,穴边缘略低于地面。栽后盖上地膜,使苗木地茎

通过膜中心,用土把膜四周和划破的缝压实,覆土宽及厚约4cm,

苗木根茎与地膜之间覆土略厚,约有6cm,做到覆膜无空隙、无透

气孔,形成一个倒伞形,可使雨水尽快地渗入土壤中,增加土壤

温度,防止蒸发,减少杂草丛生。此外秸秆覆盖是将农作物秸秆

覆盖在土壤表面。秸秆覆盖可以在实施期间截留水分,减少土壤

水分蒸发,秸秆可以阻挡阳光直射土壤表面,降低土壤温度,减

少水分蒸发,起到保水保湿保墒的作用。还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

秸秆腐烂分解后可以为土壤提供有机质,提高土壤肥力,改善土

壤结构。除此之外还能抑制杂草生长,秸秆覆盖在土壤表面可以

阻挡杂草种子的萌发和生长,减少杂草对水分和养分的竞争。秸

秆覆盖的厚度一般为10-15cm,覆盖范围应尽量覆盖整个树盘。 

2 林业工程中抗旱造林技术运用案例分析 

2.1案例一：某干旱地区容器苗造林技术的运用 

某干旱地区位于我国西北内陆,属于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

年降水量稀少,蒸发量大,水资源极度匮乏,土壤以沙质土和黄

土为主,植被覆盖率低,生态环境脆弱。为了改善当地的生态环

境,提高森林覆盖率,当地林业部门决定采用容器苗造林技术开

展大规模的造林工程。在实施过程中,树种选择方面,充分考虑

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选择了耐旱性强、适应性好的沙棘、柠

条以及其他相关树种。这些树种具有根系发达、抗风沙、耐盐

碱的特点,能够在恶劣的干旱环境中生长。在容器选择上选用了

塑料容器,容器具有轻便、耐用、成本较低的优势,适合大规模

生产。并根据苗木的生长阶段和根系发育情况,选择了合适尺寸

的容器,初期使用小容器,随着苗木生长逐渐更换到大容器。在

基质配制时,采用了泥炭、珍珠岩、锯末混合而成的基质,这些

基质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保水性,能够为苗木生长提供充足的

养分和水分。在育苗管理方面,有关人员要注意严格控制温湿

度、光照以及其他环境条件,定期浇水、施肥、防治病虫害,确

保苗木的健康生长。在造林期间根据地形和土壤条件,采用了穴

状整地的方式,先挖好种植穴,然后将容器苗放入穴中,取出容

器,扶正苗木,回填土壤,踩实并浇透水。在后续管理中,加强了



农业科学 
第 8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4 

 Agricultural Science 

对幼树的抚育管理,定期浇水、施肥、修剪,及时防治病虫害。通

过容器苗造林技术的运用,该地区的造林成活率得到了显著提

高,沙棘、柠条树种的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与传统的裸根苗

造林相比,容器苗造林的成活率提高了30%-40%,苗木生长状况

良好,生长速度明显加快,幼树的高度、地径等生长指标均优于

裸根苗造林。 

2.2案例二：某半干旱地区覆膜造林技术的实践 

某半干旱地区位于我国北方,年降水量在300-500毫米之间,

蒸发量较大,气候干旱,土壤肥力较低,植被覆盖度不高,生态环

境较为脆弱。为了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提高森林覆盖率,当地

开展了覆膜造林技术实践。该地区采用覆膜造林技术主要是因

为当地气候干旱,土壤水分蒸发量大,普通造林方式难以保证苗

木的成活率和生长状况。覆膜造林技术可以有效抑制土壤水分

蒸发,提高土壤温湿度,为苗木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在实施过

程中先进行了整地工作,根据地形和土壤条件,在坡度≤15°的

造林地,采用机械开沟,沟深30-50厘米,沟口宽60厘米,沟内挖

穴,穴径50厘米,穴深50-60厘米；在坡度＞15°的造林地,采用

人工挖穴整地,穴径50厘米,穴深50-60厘米。苗木选择与处理方

面,通过选用2年生以上樟子松Ⅰ、Ⅱ级裸根苗或容器苗,裸根苗

质量等级标准符合相关规定,容器苗质量等级标准也符合相应

标准。裸根苗随起苗、随分级、随假植,起苗、包装、运输以及

到造林地保持苗木根系不失水、不暴晒,坚持造林前五项不离水,

指的是圃地假植不离水、包装不离水、运苗不离水、林地假植

不离水、植苗罐不离水,造林前用蘸根保水剂处理。容器苗苗木

装运和栽植时处理按照相关规定执行。覆膜环节要在栽植穴内

水完全入渗后进行覆膜。采用厚度≥0.01毫米、质量标准符合

规定的聚乙烯农用地膜,将其剪成每个大小规格为(0.8-1.0米)

×(0.8-1.0米)的块状备用。以苗木主干基部为中心,在栽植穴

四周,培出外沿比中间高10-20厘米的圆状土坑,清除坑内的硬

杂物。从中间到一侧剪开地膜,覆膜时在地膜开口处地膜中心靠

近苗木基部将地膜平铺,地膜剪开处叠合,之后地膜四周、苗木

基部及叠合处覆土厚8-10厘米,然后进行踏实。通过覆膜造林技

术的运用,该地区的造林成活率得到了显著提高,相比传统造林

方式,苗木生长状况良好,新梢和地茎的高、粗生长,比不覆膜造

林提高1.6倍和0.8倍。 

3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多种抗旱造林技术的综合阐述与分析,可

以深刻认识到这些技术在提高苗木成活率、促进林木生长、改

善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林业

工程实践中,这些技术的合理运用已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增加

了森林植被覆盖率,提升了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逆性。随

着气候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加

强对抗旱造林技术的研究与创新,不断探索更加高效、环保、适

应性强的造林方法,为国内林业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做出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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