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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工程苗木培育及移植造林技术研究

翟俊杰
准格尔旗林业和草原局 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0300

摘� 要：林业工程技术的发展，对于我们国家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非常重要。苗木培育及移植造林技术是林业

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于苗木的培育和移植，我们可以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改善环境质量。随着技术的发

展，苗木培育及移植造林技术越来越得到关注，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在本篇中，我们将探讨林业工程苗木培育的重要

性、苗木培育技术、以及移植造林技术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林业工程；苗木培育；移植造林；技术研究

引言

林业工程是我国现代化工程的重要分支，对我国经

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苗木培育和移植是林业工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木培育是林业工程后续移植造林

的基础，一定要充分掌握苗木培育和移植造林的技术，

才能有效提升林业工程的整体建设质量。

1 林业工程苗木培育的重要性

林业工程苗木培育是指通过科学的种植技术和管理

手段，培育和种植适合于林业建设和修复的苗木[1]。它是

林业工程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仅直接影响林业

的发展，而且对于环境保护和提高气候条件等方面也具

有重要的意义。下面将对林业工程苗木培育的重要性详

细介绍。

1.1  林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苗木是林业发展的基础，而苗木的品质和数量直接影

响到林业的质量和效益。苗木的数量和品质取决于苗木的

繁殖和培育质量。因此，林业工程苗木培育是林业发展过

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有加强苗木的培育和管理，才能

为林业工程建设提供优质、高效、大量的苗木。

1.2  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
苗木在其生长周期内能够在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

稳定水土，吸附污染物等，当苗木长成树木时，树木将

灰尘和有害气体转化为氧气，并净化大气。此外，树

木还可以固定水源和土壤，保护水源和土壤，植被覆盖

不断增加，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形成生态系

统。因此，苗木的培育、繁殖和管理，有助于促进生态

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1.3  提高经济价值
苗木不仅在生态环境上发挥重要作用，在经济层

面，苗木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苗木不仅是林业工程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2]。坚硬

的木材等苗木资源是很重要的资源，在中国的日常生活

中，有大量的木制品在工业方面也有很高的使用率，在

林业工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科学种植技术和管理

手段，提高苗木质量和数量，不仅能够为经济提供丰富

的资源，而且还可以促进林业经济的发展。

1.4  促进可持续发展
环境保护与工程建设往往是水火不容的，为了达到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通过利用科学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手段，林业工程苗木培

育可以实现生态和经济的双赢，并促进生态和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2 林业工程苗木培育工作

林业工程苗木培育工作是指在林业工程建设或森林

资源重建等方面，通过苗木的培育、管理、繁殖等技术

手段，促进森林资源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提高环境质量

和生态效益的一系列工作。苗木培育的基本原则是“定

向培育、选优育优、繁殖量大、品质优良”，因此，林

业工程苗木培育工作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苗木的优化选

育和科学管理。

2.1  定向培育
定向培育是林业工程苗木培育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

的一种技术手段之一。其核心思想是在不同生态环境

下，根据苗木种类、用途和生态环境的不同，制定最优

化的培育措施和技术要求，从而使苗木在生长和发育的

过程中能够适应特定的生态环境和需求。在定向培育

中，我们需要根据苗木的种类和用途，确定苗木的生长

特性和环境适应能力。例如，对于生长在海拔较高、气

温较低的山区的树种来说，就需要针对该生态环境制定

相应的培育措施，例如选择能够耐受寒冷和缺氧的优良

品种，调整肥料和水分供应等，以确保苗木的健康生

长。同时，在定向培育中，为了提高苗木的存活率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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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速度，我们还需要探究苗木较优秀的育苗方法和技

术。例如，可以采用灌溉加湿技术，以增加苗木的水分

供应；采用接种技术，以提高苗木的抗病性和抗逆性。

最后，在定向培育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评估不同培育

方式对植株生长及成活率的影响。例如，比较传统育苗

方式和营养液培养方式的优劣，并选取最适合苗木生长

环境和需求的培育方式。

2.2  选优育优
从植物学角度而言，每个植物细胞中都含有常染色

体和质粒DNA。在遗传学方面，苗木的性状和质量取决
于遗传基因的质量和数量。因此，苗木的品种选择和育

种是苗木培育的重要环节，乃至需要花费大量的费用和

时间。选优育优是针对苗木资源的良种遴选和高质量繁

殖而进行的一系列生产活动。根据苗木种类、生长环境

和工程建设要求等多种因素，利用现代遗传学、分子生

物学、生物技术等学科，研究苗木种质资源特性和生长

机理，探索不同种质间的杂交搭配，通过育种、选种、

突变、基因修饰等措施选育出高产、抗逆性强、适应性

强、生长迅速、等特点苗木[3]。这样，选优育优才能真正

达到提高苗木品质和数量的目标。苗木培育工作者采用

的选优育优策略如下：1）良种遴选。良种遴选是苗木培
育中的一项重要活动。良种遴选目的在于发现和收集有

优良性状的母株，并利用后代遗传优良性状的特点，进

行繁殖。在选取良种时，应选择外观健康、生长良好、

根系发达、形态规整、抗病虫害等特点的树苗作为种质

基础，这样有助于保障后代具有良好的遗传性质和适应

特定环境的能力。2）多样性遴选。多样性遴选可以帮助
苗木培育者寻找更高效、更适应环境的杂交组合，增加

苗木遗传变异性，提取种质多样性。多样性遴选可通过

遗传标记、分子打印、生理测定等技术手段来完成。这

些技术方法可以检测苗木株的全基因组或部分基因组，

从而推断其遗传多样性的水平和群体结构。通过多样性

遴选，可以锁定遗传多样性群体和杂交组合，增加苗木

群体可塑性，提高适应能力。3）育种改良。育种改良是
通过选择具有优良性状的苗木株，经过一定的遗传学操

作，通过种植、交配、复交等方法，提高基因多样性和

遗传易变性。同时，育种改良可以通过诱变、突变等手

段改变目标基因的精确结构，从而实现对苗木品质的调

控和提高。育种改良是苗木培育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

是提高苗木品种和数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2.3  繁殖量大
繁殖量大是苗木培育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通过有效的繁殖技术，能够满足林业工程项目对苗木数

量的需求，同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为生态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因此，苗木繁殖大规模

化已成为当今林业工程行业的主要趋势。1）无性繁殖
技术。无性繁殖是指通过无性生殖方式进行苗木繁殖的

技术。这种技术通过植物体缺陷和组织再生等方式，大

幅度提高了苗木的繁殖率和繁殖效率。无性繁殖技术主

要包括扦插法、分株法、压条法、嫁接法、基因转化等

技术。其中，扦插法是常用的技术，适用于繁殖许多树

种，包括杨树、柳树、槐树等。此外，分株法也是一种

常用的无性繁殖技术，适用于一些乔木和灌木物种，如

杜鹃、紫薇等。2）种子繁殖技术。种子繁殖是通过收
集适合苗木生长的种子，经过处理和改良并进行种植繁

殖的技术。这种技术是对自然的一种利用，可以通过不

断筛选，选出合适苗木的种子，繁殖相应的苗木。种子

繁殖的优点是适用范围广，经济性好，不受环境影响大

等优点。但是，其缺点是品质不稳定，需经过长时间的

生长，生产成本较高。种子繁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人

为的选择、环境的因素、播种的方法和种植的管理等方

面。3）生态繁殖技术。生态繁殖技术是一种新型的苗
木繁殖技术，它将苗木的生长环境和自然生态结合在一

起，从而达到自然繁殖的效果。生态繁殖技术主要包括

种子落地繁殖、根砧嫁接、鲜枝扦插等技术。生态繁殖

技术主要用于低海拔山地，土地质量差，自然条件恶劣

的地区。

2.4  品质优良
品质优良是指苗木在生长和发育过程中符合工程用

途、质量标准和市场需求，具有较高的生长速度、生长

质量和抗逆性[4]。例如，若果经过几年左右的苗木培育，

发现某些苗木长势良好、营养丰富、枝干粗壮等特点，

这些苗木便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

3 移植造林技术

林业工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旨在保护和管理

我们的森林资源。移植苗木是林业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学习和掌握苗木移植造林技术，对于保护和发展

我们的森林资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下文中，我

们将详细介绍苗木移植造林技术，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

解和掌握该技术。

3.1  控制移植造林时间
在苗木培育完毕后，将苗木移植到目标地区进行造

林是林业工程建设中最重要的一步。而在苗木移植过程

中，移植时间的选择至关重要。不同季节的移植会影响

到苗木的生长和发育，直接关系到成活率和林业经济效

益。因此，控制移植的时间非常重要。1）春季移植。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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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是最适合苗木移植的季节之一，这是因为春天气温适

宜，降雨量适中，有利于苗木的生长。在春季移植，苗

木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而且生长旺盛，不仅能够快速

恢复生长，而且在成活率方面也相对较高。但是，在选

择春季移植时需注意保护苗木的根系和避免残留的冬季

病菌和虫害对其造成影响。2）夏季移植。夏季移植也
可以进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夏季气温较高，环境干

燥，容易影响土壤保湿和养分供应。此外，夏季也是虫

害较多的季节，如果没有足够的保护措施，会导致苗木

缺水、干旱、叶片损伤等问题。因此，夏季移植需要特

别注意苗木的保护和管理。3）秋季移植。秋季是苗木移
植的另一个好时机，气温适中，日照时间适当，有利于

树木的根系发育，同时也有适量的降雨落叶，可使苗木

具备较高的成活率。此外，秋季移植后还有足够的时间

进行根系生长和养分积累，使苗木具有良好的恢复力。

4）冬季移植。冬季移植，苗木生长速度较慢，生长环境
不适宜，因此很少进行。冬季的移植需要足够的保护措

施，因为苗木在低温环境中容易受冻。而且，冬季的移

植需要选择保温措施和充足的水源。

3.2  确定合理造林规格
确定合理的造林规格是苗木移植造林技术中非常重

要的一环。正确的规格设计能够提高苗木的成活率、生

长质量和林木幼龄期的生产效益，同时减少劳动投入

和成本。规格要根据森林类型、苗木品种、林木生长环

境等因素而定，其中包括苗木的树高、胸径、根系、行

距、列距等重要指标。以下分别介绍造林规格的几个方

面内容。1）树高和胸径。树高和胸径是苗木生长的重
要指标，选择合适的树高和胸径有助于提高苗木的成活

率和长势，从而达到更高的产量效益。同时，根据苗木

的实际情况，应酌情增减树高和胸径。一般情况下，种

植在平原和丘陵地区的毛白杨、刺槐等树种，树高一般

选为1.6-1.8米，胸径选为3-4厘米。而在山区的树种，
如松树、桦树等，树高选择较大，胸径选为5-6厘米[5]。

2）根系。苗木的根系和土壤之间互动的作用非常重要，
它对苗木生长发育至关重要。因此，合理的根系设计和

选址，能够保证苗木的生存和健康长势。此外，根系的

质量也直接关系到苗木的成活率和成林质量。一般情况

下，在选择根系规格时，需要根据苗木的生长环境、土

质等因素，并参照相应标准制定。3）行距和列距。行
距和列距是苗木种植的重要参考指标，选定合适大小的

行距和列距是建立生态林的关键。一般情况下，行距选

取得太大，会使得土地利用率降低，而选取得太小，会

使得苗木间互相干扰，影响苗木的生长。在选择行距和

列距时，必须考虑实际情况和森林植被的各项指标，并

根据相关标准选定。4）造林密度。造林密度是指单位
面积内栽植数量的多少，它对苗木的生长状况、空间利

用率和成活率等都有重要影响。适当的造林密度可以增

加苗木的存活率和抗逆能力。一般情况下，在选择造林

密度时，需要考虑区域的生态条件、苗木品种、用途等

因素，达到最佳数量和密度的平衡。在苗木移植造林技

术中，制定合理的造林规格至关重要。树高、胸径、根

系、行距、列距等因素都必须符合苗木的生长状况和生

长环境，才能保证苗木的成活率和生长质量，从而达到

更高的产量效益。

结语

林业工程苗木在培育以及移植的过程当中，会决定

着苗木后期的成长质量和成活率，应用科学的培育方法

可以培育出高质量和高成活率的苗木[6]。林业工作人员在

培育苗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地对待种植的关键环

节，有效提高苗木培育的整体质量和成活率，为后期的

林业工程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加优质的苗木，推动林业工

程稳定可持续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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