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科技与发展·2025� 第4卷�第2期

91

林业苗木培育与移植造林技术

刘玉香Ǔ樊祥平Ǔ张翠銮
郓城县国有何庄林场Ǔ山东Ǔ菏泽Ǔ274700

摘Ȟ要：林业苗木培育与移植造林技术是林业工程建设中的关键环节，对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详细探讨了林业苗木的培育技术，包括选种与催芽、播种、苗期管理等，以及移植造林技术，包括移植时间的选

择、移植方法的应用等。通过科学的培育方法和合理的移植技术，可以有效提高苗木的成活率和生长质量，为林业工

程提供优质的苗木资源，推动林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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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林业工程建

设成为了维护生态平衡、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林业苗木的培育与移植造林技术作为林业工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直接关系到森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

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功能。因此，深入研究林业苗

木培育与移植造林技术，对于提高林业生产效益、保护

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1��林业苗木培育技术

1.1  选种与催芽
在林业育苗的过程中，选种与催芽是两个至关重要

的环节，它们直接关系到后续苗木的生长质量、成活率

以及最终的造林效果。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两个环节

给予足够的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来确保育苗的

成功。其中，选种作为育苗的第一步，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良好的选种方法能够显著提高育苗效果，为后续的

苗木生长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采

用多种选种方法，如粒选、水选和风选等。粒选主要是

通过观察种子的外观形态，挑选出饱满、色泽鲜亮、无

病虫害痕迹的种子；水选则是利用不同种子在水中的浮

沉特性，将空瘪、坏死或不饱满的种子筛选出来；风选

则是通过风力将轻小、杂质多的种子吹走，留下较重的

优质种子。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可以大大提高种子的

纯净度和质量，从而提高出芽率。然而，仅仅依靠选种

方法并不能完全保证种子的出芽率，种子的来源和品种

特性也是影响出芽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选种过程

中，我们还需要注意种子的来源和品种特性。一方面，

要确保所选种子来自正规、可靠的种子供应渠道，以避

免因种子质量问题而导致的出芽率下降。另一方面，要

根据种植地的气候条件和土壤环境，选择适应性强、生

长迅速、经济价值高的树种作为育苗对象。这样不仅可

以提高种子的成活率，还可以为后续的造林工作提供优

质的苗木资源。另外，在完成了选种工作之后，接下来

就进入了催芽环节，催芽技术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种子的成

活率，使种子能够尽快地发芽生长。常用的催芽方法包括

水浸泡法和去蜡去油法等。水浸泡法适用于大多数种子，

通过用温水或热水浸泡种子一段时间，可以使种子吸水膨

胀，软化种皮，从而有利于胚芽的萌发。在浸泡过程中，

需要注意浸泡时间和水温的控制，以避免因浸泡时间过长

或水温过高而导致的种子受损或死亡。去蜡去油法则适用

于种子表面有油脂或蜡质的种子，这些物质会阻碍胚芽

的萌发。通过采用去蜡去油法，可以将这些物质去除，

使胚芽能够顺利地冲破外表皮，从而实现快速发芽。

1.2  播种
（1）不同品种的种子对播种季节的要求各不相同，

有的适宜春季播种，有的则更适合秋季。因此，我们需

要深入了解所选品种的生物学特性，结合当地的气候条

件，确定最佳的播种时间。在合适的季节进行播种，不

仅可以提高种子的发芽率，还能确保苗木在生长过程中

能够获得充足的阳光、水分和养分，从而为其健康生长

奠定坚实的基础。（2）在播种前，苗床的准备工作同
样不可忽视，苗床是种子萌发和初期生长的重要场所，

其质量直接影响到种子的发芽率和苗木的生长状况[1]。

所以，我们需要对苗床进行精心的整理和消毒。整理苗

床时，应清除杂草、石块等杂物，确保苗床表面平整、

土壤细碎。同时，为了杀灭土壤中的病原菌和害虫，我

们还需要对苗床进行消毒处理，常用的消毒方法有高温

蒸汽消毒、化学药剂消毒等。通过消毒处理，可以有效

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为种子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长

环境。（3）根据种子的颗粒大小和植株的间距要求，我
们可以采用条播、点播等多种播种方式。条播适用于颗

粒较小、生长迅速的种子，通过均匀地将种子撒在苗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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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以形成密集的苗带，有利于苗木的快速生长。点

播则适用于颗粒较大、生长较慢的种子，通过逐个将种

子点播在苗床上，可以确保每株苗木都有足够的生长空

间，避免相互竞争导致生长不良。在播种过程中，我们

还需要注意种子的播种深度，一般来说，播种深度应与

种子的颗粒大小相适应，过深或过浅都会影响种子的发

芽率。（4）覆土可以保护种子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
同时提供必要的水分和养分，在覆土时，我们应选用细

碎、肥沃的土壤，轻轻覆盖在种子表面，避免用力过大

损伤种子。压实则是为了确保种子与土壤密切接触，有

利于种子的吸水萌发。在压实过程中，我们需要掌握适

当的力度，既要确保种子与土壤紧密结合，又要避免对

种子造成压迫损伤。

1.3  苗期管理
苗期管理作为林业育苗过程中的重要阶段，直接关

系到苗木的生长质量、成活率和最终的造林效益。因

此，进入苗期管理阶段后，我们必须采取一系列精细的

技术措施，包括浇水、中耕、除草、间苗和预防病虫害

等，以确保苗木能够健康、茁壮地生长。一方面，苗木

的生长离不开水分，而浇水量的多少和频率则需根据土

壤的湿润程度和苗木的生长需求来确定。在苗期，苗木

的根系尚未完全发育，对水分的吸收能力有限，因此我

们需要保持苗床土的湿润状态，但又不能过度浇水导致

根系腐烂。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土壤颜

色、手感以及苗木的生长状态来判断是否需要浇水，同

时结合天气预报和土壤湿度监测数据，制定科学合理的

浇水计划[2]。另一方面，中耕和除草是改善土壤透气性

和减少杂草竞争的重要措施。中耕可以疏松土壤，增加

土壤的通气性和保水能力，有利于苗木根系的生长和发

育；除草则可以减少杂草对水分、养分和光照的竞争，

为苗木提供更多的生长资源。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

将中耕和除草结合起来进行，既节省了劳动力，又提高

了工作效率。在中耕时，应注意不要损伤苗木的根系和

茎干；在除草时，则应尽量连根拔除，避免杂草再生。

此外，在苗木出齐后，由于种植密度过大，往往会出现

拥挤苗和弱苗，所以我们需要及时进行间苗，将拥挤苗

和弱苗拔除，留下健壮的幼苗。间苗的时机和方法需根

据苗木的生长速度和品种特性来确定，一般来说，应在

苗木长到一定高度时进行，采用手工或机械方式拔除。

在间苗过程中，我们应注意不要损伤保留的苗木，同时

做好补植工作，确保苗圃的整齐度和密度。

2��林业移植造林技术

2.1  树种选择

在林业造林工作中，树种选择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决

策，它不仅关系到造林工程的成败，还直接影响到后续

森林生态系统的构建、生态功能的发挥以及经济效益的

实现。因此，在进行树种选择时，我们必须综合考虑多

种因素，确保所选树种能够适应特定的环境条件，具备

良好的生长特性和较高的经济价值。首先，环境条件是

树种选择的基础依据，气候、土壤和水分是影响树种生

长的主要因素。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差异显著，包括温

度、降水、光照等，这些因素对树种的生长周期、耐寒

性、耐旱性等都有直接影响。因此，在选择树种时，我

们需要深入了解造林地的气候条件，选择与之相适应的

树种。例如，在干旱地区，应选择耐旱性强的树种，如

梭梭、胡杨等；在湿润地区，则可选择喜湿树种，如樟

树、榕树等[3]。其次，土壤类型、酸碱度、肥力等都会影

响树种的生长和发育。在选择树种时，我们需要对造林

地的土壤进行详细调查，了解土壤的性质和特点，选择

与之匹配的树种。例如，在酸性土壤中，可选择适应酸

性环境的树种，如茶树、松树等；在碱性土壤中，则可

选择耐盐碱的树种，如柽柳、白蜡等。最后，不同树种

对水分的需求各不相同，有的喜湿，有的耐旱，在选择

树种时，我们需要根据造林地的水分状况，选择适宜的

树种。在干旱缺水地区，应选择耐旱性强的树种，以减

少水分消耗，提高造林成活率；在水分充足的地区，则

可选择生长迅速、需水量大的树种，以充分发挥其生长

潜力。

2.2  移植时间
在林业造林过程中，移植时间的确定是一个至关重

要的环节，它直接关系到树木的成活率、生长速度以及

造林工程的整体效果。由于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存在

显著差异，因此，在选择移植时间时，我们必须充分考

虑当地的气候特点，以确保树木能够在最佳的生长环境

中顺利扎根并茁壮成长。在北方地区，春季通常被视为

移植造林的最佳时期，这是因为春季气温逐渐回升，土

壤开始解冻，为树木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时，

树木的根系开始活跃，有利于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养

分，促进树木的生长和成活。同时，春季的降雨也相对

适中，为树木提供了必要的水分支持。然而，在南方地

区，由于气候较为温暖湿润，树木的生长周期相对较

长，移植时间的选择则更加灵活。在南方，春季和秋季

都是较为适宜的移植时期。春季的气温和湿度条件与北

方相似，有利于树木的生长和成活。而秋季，虽然气温

逐渐降低，但土壤仍然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有利于

树木根系的恢复和生长[4]。并且，秋季的降雨也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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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利于树木的根系排水和透气，减少病害的发生。

此外，在选择移植时间时，我们还需要考虑树木的生长

周期和生理状态，不同种类的树木具有不同的生长周期

和生理特点，对移植时间的适应性也存在差异。如一些

落叶树种在秋季落叶后进入休眠期，此时进行移植对树

木的影响较小；而一些常绿树种则全年都在生长，对移

植时间的适应性相对较弱。因此，在选择移植时间时，

我们应充分了解所选树种的生长周期和生理特点，选择

最佳的移植时期。

2.3  移植方法
在林业移植造林技术中，移植方法的选择是确保树

木移植成功、提高造林成活率的关键环节。根据树种的

生长特性、移植条件以及造林目标，我们可以灵活选

择裸根移植或带土球移植两种方法，以最大程度地保护

树木的根系，促进其在新环境中的适应与生长。其中，

裸根移植是一种成本相对较低、操作相对简便的移植方

法，特别适用于那些再生能力强、适应环境能力强的树

种，如柳树、杨树等。这类树种通常具有发达的根系和

较强的生命力，即使在移植过程中根系受到一定程度的

损伤，也能迅速恢复并适应新的生长环境。然而，裸根

移植也存在一定的风险，特别是在干旱、高温或寒冷等

不利条件下，树木容易因失水过多或受冻害而导致移植

失败。因此，在进行裸根移植时，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保

湿和遮荫，以减少树木的水分蒸发和温度波动，提高其

移植后的成活率。而相比之下，带土球移植则是一种更

为稳妥、适用于多种树种的移植方法，它特别适用于那

些再生能力弱、对环境变化敏感的树种，如雪松、云杉

等常绿树种。带土球移植通过保留树木根部的土壤和微

生物群落，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树木的根系，减少了移植

过程中的损伤和水分流失。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提高移植

后的成活率，还能促进树木在新环境中的快速生长和适

应。然而，带土球移植的操作相对复杂，成本也相对较

高，特别是在大型树木的移植过程中，需要动用专业的

机械设备和人员。在进行移植时，无论采用哪种方法，

我们都需要特别注意保持树木的阴阳面。树木的阴阳面

是其长期适应环境的结果，反映了树木对光照、温度等

环境因素的偏好和适应性。在移植过程中，如果破坏了

树木的阴阳面，可能会导致树木在新环境中生长不良，

甚至死亡。因此，在移植前，我们需要仔细观察并记录

树木的阴阳面，确保在移植过程中能够准确还原，以减

少对树木生长的影响。

结语

综上所述，林业苗木培育与移植造林技术是林业工

程建设中的核心环节，对于提高森林资源质量、促进生

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科学的培育方法和合理的移

植技术，我们可以有效提高苗木的成活率和生长质量，

为林业工程提供优质的苗木资源。未来，随着科技的不

断进步和林业工程需求的不断增加，林业苗木培育与移

植造林技术将迎来更多的挑战和机遇。我们应继续加强

研究，不断创新和完善相关技术，以推动林业的稳定可

持续发展，为构建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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