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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地区抗旱造林技术研究与应用效果

尹Ǔ洁
海原县林业和草原局Ǔ宁夏Ǔ中卫Ǔ755200

摘Ȟ要：本文围绕干旱地区抗旱造林技术的应用现状、面临挑战及发展方向展开系统性探讨，通过水分调控与灌

溉技术的优化应用、抗旱树种的科学选择和优化配置、土壤改良与水分保持技术的实施，显著提升了造林成活率和生

长量。然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威胁、土壤退化与水资源短缺问题以及技术推广与维护成本等挑战日益突出。

为此，研究提出了开发应用智能化灌溉系统、培育引进新型抗旱树种、创新生态系统协同治理技术、构建推广可持续

发展模式等发展方向，本文对提升干旱地区造林质量和生态效益、促进区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

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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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干旱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匮乏，造林

难度大，是我国生态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区域。近年来，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抗旱造林技术取得了显

著进展，在改善生态环境、防止土地荒漠化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1]。然而，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干旱地区

造林面临着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加强技术创新和模式创

新，本文通过分析抗旱造林技术的应用效果、面临的主

要挑战，探讨未来发展方向，旨在为提升干旱地区造林

质量、促进生态系统修复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本

文的开展对于推动抗旱造林技术进步、实现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近年来干旱地区抗旱造林技术的应用效果

1.1  水分调控与灌溉技术的应用成效
近年来，干旱地区水分调控与灌溉技术在造林实践

中取得了显著进展。微灌技术的推广应用极大提升了水

资源利用效率，滴灌系统可使水分直接渗透至根部，减

少蒸发损失，灌溉均匀度达到90%以上，覆盖保墒技术的
应用也取得明显成效，采用有机覆盖物能有效降低土壤

水分蒸发，提高保水能力[2]。

采用土壤含水量监测设备进行精准灌溉，可使造林

成活率提高15-20个百分点。垄沟种植技术的推广使造林
地形成集水、蓄水、节水的良性循环，有效解决了水分

供给不足的问题。水分调控技术的集成应用，显著改善

了干旱地区林木生长环境，为提高造林成活率和生长量

奠定了坚实基础。定额灌溉与需水预测模型的建立，实

现了造林过程中水分供给的科学化和精准化，进一步优

化了灌溉制度。同时，工程化节水设施的配套建设，为

水分调控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保障。

1.2  抗旱树种选择与优化配置的实践经验

在抗旱树种选择与优化配置方面，干旱地区积累了

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长期试验筛选，形成了以柠条、

沙棘、梭梭等耐旱树种为主的造林树种库。这些树种具

有发达的根系、较强的水分调节能力和适应性，在极端

干旱环境下仍能维持良好生长状态。混交林营造技术的

推广应用，构建了多树种、多层次的林分结构，提高了

林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乡土树种的就地培育和驯化，

既保证了造林材料的充足供应，又提高了适应性[3]。针

对不同立地条件，采用适地适树原则，建立了科学的树

种配置模式。实践表明，优良抗旱树种的选育与合理搭

配，使造林成活率平均提高了25%以上。通过建立母树基
地和良种采集圃，保证了优质种源的供应。抗旱树种的

群落配置研究，揭示了不同树种间的生态位关系，为混

交林营造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引进驯化优良抗旱树

种，丰富了造林树种的多样性。

1.3  土壤改良与水分保持技术的实施效果
土壤改良与水分保持技术的实施，显著改善了干旱

地区造林地的立地条件，通过增施有机肥、化学改良剂

等措施，有效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质，提高了土壤保水

能力和肥力水平，土壤生物技术的应用，如接种菌根

菌、固氮菌等有益微生物，增强了林木的抗逆性和养分

吸收能力，微地形改造技术的实施，如修筑鱼鳞坑、梯

田等，提高了降水截留能力，减少了水土流失，实践证

明，综合治理措施的实施，使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

0.5-1个百分点，土壤容重降低了0.1-0.2g/cm³。水土保持
林带的营造，形成了区域性防护体系，有效控制了水土流

失，土壤保水剂的应用研究表明，其可使土壤持水量提高

30%以上，显著延长土壤水分供给周期，土壤结构改良剂
的使用，改善了土壤团粒结构，增强了土壤抗蚀能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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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干旱地区抗旱造林技术面临的挑战

2.1  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威胁
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给干旱地区抗

旱造林带来严峻挑战。持续干旱天气的出现，加剧了水

分供需矛盾，造成林木生长受阻甚至死亡，强降水事件

增多，容易造成水土流失，破坏造林地地表结构[5]。极

端高温天气的频繁发生，加剧了土壤水分蒸发，增加了

林木的水分胁迫，气温骤变导致的冻害问题，严重影响

了林木的正常生长，气候变化还导致病虫害发生规律改

变，增加了林木管护难度。传统抗旱造林技术在应对极

端天气事件时显现出不足，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和升级，

气象灾害预警和防护体系建设滞后，难以及时应对极端

天气带来的威胁，气候变化还影响了树种的适应性分

布，需要重新评估和调整造林树种选择标准，在此背景

下提高造林技术的适应性和防灾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2.2  土壤退化与水资源短缺问题
土壤退化与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干旱地区抗旱造

林的关键因素，长期的人类活动导致土壤有机质含量降

低，结构破坏，生物活性下降，严重影响了林木的生长

环境，地下水位持续下降，Surface水资源匮乏，造成灌
溉用水紧张，土壤盐碱化问题日益突出，影响了造林树

种的选择范围和生长表现。

土壤肥力衰退导致林木生长缓慢，难以形成稳定的

林分结构。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旱季缺水问题突出，

影响了造林适期的把握。土壤板结和沙化加剧，降低了

土壤的蓄水保墒能力，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传统灌溉

方式难以满足造林需求。土壤微生物区系失衡，影响了

林木的养分吸收和抗逆性。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

了抗旱造林技术的应用效果。

2.3  技术推广与维护成本的经济因素
抗旱造林技术的推广和维护面临着成本高企的经济

压力。先进灌溉设备的购置和安装费用较高，增加了造

林成本。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持续的资

金投入。林地管护人员的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增加了

经营压力，水资源费用的提高，加大了造林企业的运营

负担。设备维护和更新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影响了

技术的持续应用。新技术的研发和试验示范需要长期投

入，回报周期较长，技术推广过程中的示范带动作用不

足，影响了推广效率。维护成本的增加导致部分地区放

弃了先进技术的应用，经济效益的滞后性影响了造林主

体的积极性。资金投入不足导致技术应用不到位，影响

了造林效果，这些经济因素的制约，成为技术推广和应

用的重要障碍。

3��干旱地区抗旱造林技术的发展方向分析

3.1  开发应用智能化灌溉系统
智能化灌溉系统的开发应用代表着抗旱造林技术的

未来发展方向，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土壤墒情实时监

测，建立灌溉决策支持系统，提高灌溉的科学性和精准

性，智能控制系统的应用，可实现灌溉过程的自动化管

理，降低人工成本，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引入，能够优化

灌溉制度，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远程监控系统的建

设，实现了灌溉设施的实时监管和故障预警，云平台的

应用使灌溉管理更加智能化和便捷化，智能传感器网络

的部署，为精准灌溉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持，移动终端

的应用，方便了现场管理和操作，人工智能技术的引

入，提高了灌溉决策的准确性，多源数据的融合分析，

为灌溉管理提供了全面的信息支持。智能化灌溉系统的

集成应用，标志着抗旱造林技术进入智能化时代，灌溉

设备的智能化升级改造，提升了系统运行效率，智能化

管理平台的构建，实现了灌溉过程的可视化管理。水分

利用效率模型的建立，指导了灌溉方案的优化，智能化

节水技术的应用，大幅度降低了水资源损耗。系统集成

技术的创新，提高了智能化灌溉系统的可靠性，这一技

术方向的发展，将显著提升抗旱造林的现代化水平。随

着社会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创新型人才逐步成为推动

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3.2  培育引进新型抗旱树种
新型抗旱树种的培育和引进工作正在深入开展。通

过分子育种技术，培育具有强抗旱性状的新品种。生物

技术的应用，加快了抗旱优良基因的筛选和导入。引

进国外优良抗旱树种，丰富造林树种资源库。抗旱性状

的遗传改良研究，为培育优良品种提供了新途径。种质

资源的收集和评价工作，为树种选育奠定了基础，抗旱

机理的深入研究，指导了育种方向的确定。良种繁育技

术的创新，保证了优良种苗的供应，新型抗旱树种的区

域适应性试验，确保了推广应用的科学性[8]。生态适应

性评价体系的建立，规范了树种筛选程序。抗旱树种的

性状改良，提高了其适应性和应用价值。基因工程技术

的应用，加速了抗旱性状的定向改良。种质创新平台的

建设，提供了育种技术支撑，抗旱树种生理生态特性研

究，深化了对其适应机制的认识。杂交育种技术的应

用，产生了新的优良基因组合，组织培养技术的应用，

提高了良种繁育效率。抗逆性评价技术的创新，提升了

选育工作的准确性，种子处理技术的改进，提高了种苗

培育质量，这一技术方向的发展将为抗旱造林提供更多

优质树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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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态系统协同治理技术创新
生态系统协同治理技术的创新，体现了抗旱造林的

整体性思维，通过构建林草结合、农林互补的复合生态

系统，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态廊道建设技术的创

新，增强了区域生态系统的连通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技

术的应用，提高了生态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景观生态学

原理的引入，优化了造林空间布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的评估，指导了治理措施的制定。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技

术的创新，提高了治理效果。

生态系统健康诊断技术的应用，及时发现和解决问

题。生态修复技术的创新，加快了退化生态系统的恢

复。生态系统监测技术的完善，为管理决策提供支持。

生态系统功能评价方法的创新，提高了治理效果评估的

科学性。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技术的应用，增强了治理

措施的针对性。生态系统结构优化技术的创新，提升了

系统稳定性。生态过程调控技术的应用，改善了生态系

统功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技术的创新，为政策制

定提供依据。区域生态网络构建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生

态系统的整体性。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技术的创新，指

导了重点区域治理。这些技术创新，推动了抗旱造林向

生态系统管理方向发展。

3.4  构建推广可持续发展模式
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构建和推广是抗旱造林技术发展

的重要方向。通过建立产业化经营模式，提高造林的经

济效益。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调动了造林主体的积极

性，技术集成示范基地的建设，加快了先进技术的推广

应用，标准化技术规程的制定，规范了造林作业流程。

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技术支持保障，科技成

果转化机制的创新，促进了技术推广。造林质量评价体

系的完善，保证了造林效果，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提

高了造林的效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增强了造林

的持续性。

示范推广机制的创新，扩大了技术应用范围，林业

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加强了技术指导。经济效益评

估体系的建立，指导了经营决策，可持续发展指标体

系的构建，规范了发展评价。技术培训体系的完善，提

高了技术推广效率。利益联结机制的创新，增强了发展

动力。市场化运作模式的探索，拓宽了发展渠道。政策

支持体系的完善，优化了发展环境。这些发展模式的构

建，将推动抗旱造林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完善。

结语：本文系统分析了干旱地区抗旱造林技术的应

用效果、面临挑战及发展方向。研究表明，通过水分调

控、树种优化和土壤改良等技术的集成应用，显著提高

了造林成活率和生长量。但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等问题

对抗旱造林技术的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应重

点加强智能化灌溉系统开发、新型抗旱树种培育、生态

系统协同治理技术创新，并构建可持续发展模式。通过

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相结合，建立长效机制，才能确保

抗旱造林技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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