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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涵盖了从森林资源培育到林产品供给全过程。当前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更为重视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林草部门需加强种苗培育与管理,以此

来实现林木品质的优化,进一步扩大林业的规模性,切实提高林业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旨在为生态环

境质量的优化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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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stry,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covers the entire process from 

forest resource cultivation to forest product supply. With the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eople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 resources. Therefore, the forestry and 

grassland departments strengthen seedling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to optimize forest quality, further expand 

the scale of forestry,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forestry, and ensure that it can 

provide assista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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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进一步提高森林资源经济效益,林草部门还需重视林木

种苗的培育管理工作,并运用科学合理的技术手段及措施来实

现种苗质量的提升,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满足社会对林业资

源的需求,而这对于构建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以及促进我国经

济发展也可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本文对林业种苗培育技术以及

种苗管理工作展开探析,并依据林木种苗管理中现存问题提出

一系列优化措施,具体如下： 

1 林业种苗培育技术探析 

1.1种苗播前技术 

树苗种子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其后续生长状态,所以针对于该

环节应当重点关注,由专业能力较强的人员完成树种选择工作。但

因我国国土面积较为辽阔,各地区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土壤类型

均会有所不同,为确保该树种能够健康生长,还需做好严格筛选工

作,结合当地环境条件做出合理选择,保证其具有一定适应性与抗

逆性。工作人员可深入野外展开全面调查,详细观察并记录各树种

的生长状态信息,并对抗寒、抗寒能力进行分析,并借助分子生物

学手段完成遗传特点分析,以此为依据挑选树种,从而来提升其发

芽率与存活率。在明确林木种类后,应检查其重量及外观状态,可

将其放置水中,将漂浮在表面的种子挑除,或者利用风力将籽粒

较小的种子吹除,该方式可有效筛选出重量与饱满度不足的种子,

并查看种子表皮有无破损情况,尽量以饱满无病菌侵染的种子为

主。随后则通过浸泡的方式进行催芽,一般采取浸泡与苗床两种催

芽方式,前者是利用温度在80摄氏度的热水浸泡,需多次更换热水,

适用于树皮较厚的幼苗,而树皮较薄时水温建议在40摄氏度左右,

持续浸泡10小时左右,并进行晾晒处理,3天后即可进行播种；而苗

床催芽对环境条件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需提前建立温室,保证阳

光充足性,并做好湿度调节工作,需将塑料薄膜覆盖在苗床底部与

种子上部,定期对苗床进行淋水作业,让苗床的温湿度与光照均符

合催芽要求；拌种的目的主要是为防病虫害与烂种,作物种子在经

过拌种后其表面会形成保护膜,将种子包裹其中,贮存温度的同时

有效抵御低温的侵袭,而且该药物的应用具有趋避性,预防蚜虫、

金针虫、蛴螬等虫害的侵袭以及病害,提升种子出芽率。同时其

根系深于未拌种的林木,且较为发达,具备抗倒伏能力。操作如

下：通常多采用紫外线照射与高锰酸钾浸泡的方式来消灭表面病

原菌,随后根据树种的重量调配药物,可选用辛硫磷、福美双悬浮

种衣剂作为拌种药物,浓度为16%,建议每100千克树种应用1500

毫升左右最佳,并确保拌种的均匀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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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苗圃选择 

苗圃的具体面积与位置需视苗木种类以及所要种植的数量

而定,并确保该苗圃处于交通便利位置,能够满足后期灌溉与排

水工作要求,光照条件较优。此外苗圃中土壤应当具备一定疏松

度,且可有效贮存水分,以此为种苗生长创设优质的条件,检查

土壤黏性情况,播种时需避开黏性较大的区域,尽量降低对苗木

发芽造成不必要干扰。同时提前对苗圃进行处理,可应用各设备

展开深耕操作,该方式不仅可以将杂草有效清除,使其可作为肥

料为苗木生长提供助力,更能够让土壤更为松软且可将养分有

效释放。针对于苗圃土壤内的害虫以及各种病原菌,建议采取紫

外线照射的方式进行靶向清除。其次还应实施平整作业,将体积

较大的土块敲至细碎状,便于后期播种情况的开展。最后借助各

先进仪器设备对土壤中的温湿度、养分情况展开全面检测,必要

时可通过施肥的方式来促进土壤条件的优化[3]。 

1.3科学播种 

时间：根据以往经验来看,一般情况下林业种苗播种时间多

集中在春季,在土壤解冻松软后则可展开播种,主要是因冬季较

为寒冷,需确保树苗具备抵抗能力,不会受到各种恶劣天气的干

扰。但因不同树种特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还需根据所选树

种的类别选择合适的时间,如杨树、柳树基本在夏季完成播种作

业,但籽粒较大时则建议于秋季进行播种作业,具体需视情况而

定。数量：为能够有效保证林木种子萌发率,应结合以往经验对

实际播种数量进行严格把控,如秦岭冷杉发芽率在8%左右,所以

具体数量应保证在每亩地1 200克左右。密度：林木幼苗在高度、

茎秆与树冠茂密程度、出土时间等方面会有所不同,因此需明确

树种前后左右间距,确保其生长空间充足性。覆土厚度：因幼苗

在破土能力方面有着一定差异性,所以应依照树种具体类型确

定厚度,防止过厚给树苗萌发造成影响或过薄干扰根系的固定

度[4]。 

2 林业种苗管理工作对策 

2.1强化灌溉技术 

水分是幼苗生长的必要条件之一,其与其萌发率与生长效

率存在密切关联,所以还应当重视水分管理工作。其一,在幼苗

生长期间应定期对土壤含水量进行检测,在保证湿度可满足各

类苗木生长需求的同时避免积水情况的发生,可依据检测结果

制定科学合理的灌溉方案。其二,育苗期间为避免水分挥发,可

采取覆盖地膜的方式实现保水目的,同时因直接灌溉可能会对

种苗根系造成冲击,所以建议应用滴流装置,让水分缓慢地渗入

土壤中,满足苗木各部位生长发育过程中对水分的需求,该方式

还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

其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各先进设备与技术手段已在

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其中传感器具有动态监测功能,在苗圃中

应用该设备,有利于工作人员可动态掌握土壤具体状态,在土壤

中含水量超出或低于所设定数值时其会发出警报,并下发浇灌

指令,确保土壤湿度时刻处于合理状态。需注意的是,不同地区

气候以及各季节降水量会有所差异,通常在降水量较少的季节

或旱区应适当增加灌溉频率,多雨时则需在苗木旁设置排水渠,

将多余的水分排出,以免烂根等情况的发生,确保苗木处于良好

生长状态[5]。 

2.2重视养分管理 

养分的缺乏会直接影响到苗木的生长发育,但过量的养分

则会导致根系腐烂或死亡,并且不同类型苗木对养分元素需求

度不同,所以还应定期展开施肥作业,在此应注意以下几点,首

先,可在冬季前进行施肥,多选择氮磷钾复合肥、腐熟农家肥,

其可为林木幼苗提供充足的养分支持,提升其抗寒能力,春季发

芽时也可展开适当施肥,使其可汲取所需的营养物质。其次,林

木幼苗各生长阶段同样也需要不同的养分支持,包括钙、镁、铁、

锌等微量元素,并通过叶面喷洒的方式来满足其需求。此外一般

情况还可应用含有氮磷钾等营养成分的肥料,并于不同阶段施

加,如前期根系发育时可采用氮肥；在生长期采用磷肥有利于林

木发育；成熟期施钾肥对苗木抗逆能力的提升有积极促进作用。

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尽量采用缓释肥,其可在满足营养需求前提

下减少用量,这也是大大提升利用率的一种形式,有效降低种植

成本支出,获取更高的效益。 

2.3加强病虫害防治 

苗木生长阶段一旦受到病虫害的侵染会直接影响到其生长

状态,因此林木工作人员需重点关注,加强病虫害防治,还应做

好病虫害种类的明确工作,由专业人员深入田间展开调查,并应

用各实验室设备进行检测,随后反馈于上级部门,以此为依据选

择靶向防治技术手段。应加强苗圃管理,将落叶、杂物及时清除,

以免为病虫害的滋生提供契机,对于已被病虫害侵袭的植物应

及时拔除,并进行无公害处理,以此来防止大范围传播。具体多

采取以下几种防治技术手段：①物理防治,该技术是结合各物理

因素以及设备在尽可能保证苗木安全情况下来捕杀与抑制病虫

害繁殖,降低传播风险性,在此需对苗木生长环境温湿度进行合

理调控,并通过搭建遮阳网、冷棚的方式起到保护目的；并在合

适位置装置黏虫板、捕虫灯的方式进行诱捕；也可悬挂黄板实

现颜色诱杀,黄色可吸引翅蚜、潜叶蝇等害虫；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与进步,针对于病虫害的防治也研发了各种新技术,如放射

能可破坏害虫的生殖力,红外线杀虫可直接在传统害虫内部将

其杀灭,微波加热所产生的热能对于线虫等地下害虫的消灭有

较优的效果,激光杀虫对于温室内白粉虱、红蜘蛛均具有良好的

杀灭作用。②生物防治,该防治技术主要利用生物间的相互关系

来抑制害虫繁殖与传播,可根据害虫种类释放天敌进行捕杀；同

时也可采用微生物控制方式,如针对多种鳞翅目类害虫可应用

苏云金杆菌,白僵菌可对害虫进行感染随后致使其死亡。而针对

于病原菌方面,还应实施喷洒阿泰灵等植物诱抗剂等方式,促进

幼苗抗体的激发,使其具备较强的抵抗能力,降低侵害可能性。③

化学防治,通常在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采用该防治手段,主要

是因化学药剂均具有一定毒性,会对苗木生长发育造成一定干

扰。在选用药剂时应结合病虫害种类而定,并严格按照说明书调

配,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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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适时修剪、间伐与移栽 

上文中提出,林木的生长发育情况、存活率会有所不同,在

此还应当加强人工干预,为其提供良好的生长空间,在间伐时应

保留粗壮、生长态势较优的苗木,保证密度合理情况下伐除质量

低劣、无培育前途的苗木,以免其在生长过程中抢夺其他苗木的

养分。而为保证幼苗产出率,还应对幼苗展开修剪作业,修剪时

需保留主干与较为粗壮的枝条,将其他侧枝全部剪除,并确保切

口的平整度,随后在切口处涂抹百菌灵以及植物生长激素,通过

此方式能够有效避免病虫害的侵入。在苗木生长发育情况符合

相应标准后则需实施移栽作业,其目的是通过调整林木位置为

其提供适当的生存空间,促使其根系发达,通常多在春季完成,

主要是该季节温湿度对其生长较为适宜,林木正处于萌动前的

休眠期,此时间移栽对树苗损害最小。 

3 林木种苗管理中现存问题及优化措施 

林木种苗培育与管理工作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

但由于林木培育周期较长,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回报,以至于部

分地区对林木幼苗培育工作的重视度不足,并未投入太多资金

以及各种技术与设备,这也会限制林木幼苗培育工作的开展。对

此相关部门还应当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助力基础设施建设,以此

来满足种苗培育需求。同时还应适当提升工作人员的薪资待遇,

并为其提供晋升与学习机会,以此来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而

且需不断改进优化管理制度,配合奖惩制度的方式来提升其责

任意识,使其能够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开展各项操作；通过调查来

看,当前林木幼苗培育人员专业水平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现象,多

数人员并未接受过专业培训,因此在种苗培育以及管理技术水

平相对较为落后。针对此问题,农业部门还应定期组织培训,内

容主要围绕不同类型种苗培育技术以及管理措施等方面,并为

其说明种苗培育的目的及价值,讲解各先进技术及设备的具体

应用方法。通常可采取开展讲座、视频学习、实地指导等方式,

在此期间还需配合考核的方式及时了解工作人员薄弱之处,随

后进行针对性指导,以此来提升其综合素养,为后期林木种苗培

育质量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还需适当提升招聘门槛,

针对岗位需求引进专业技术人员,建立一支高质量、高水平的人

才队伍[7]。 

4 结语 

综上所述,林业种苗培育技术及后期管理的科学有效性直

接关系到林业的发展,对此在种苗培育阶段应对各环节进行严

格把控,做好动态监测工作,以此来保证其成活率。同时需对幼

苗展开精细化管理,及时应用先进技术手段实现优化,保证林木

幼苗的发育良好性。而且还应针对当前种苗管理中所存在的问

题制定相应对策,从而提升整体种苗管理水平,推动林业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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