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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种植技术及其应用的探析

张 杰
漯河市源汇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河南 漯河 462000

摘� 要：本文对林业种植技术及其应用进行了探析。概述了林业种植技术，包括优质苗木选育、育苗、科学施

肥、苗木移植等技术要点。阐述了常规、定向、营养森林、混交林等种植方法及其特点。分析了林业种植技术在山

区、平原、沙漠等不同地区，以及红松、水曲柳、杨树等不同树种中的应用。同时指出了种苗质量、种植技术、病虫

害防治、林业结构、资金投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解决措施，为林业种植的高效发展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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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业种植技术概述

1.1  优质苗木选育技术
这是林业种植成功的基础。在选种时，需充分考虑

当地的气候、土壤等环境条件，选择育性良好、适应能

力强且强健有力的种子或苗木。育种则是通过杂交、诱

变等现代技术手段，培育具有优良性状的新品种，如抗

病虫害、耐旱、速生等特性。繁殖方式分为有性繁殖和

无性繁殖，有性繁殖如种子繁殖，能产生遗传多样性丰

富的后代，有利于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无性繁殖如扦

插、嫁接等，可保持母本的优良性状，确保苗木的品质

稳定。

1.2  育苗技术
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苗圃地，应地势平坦、土壤肥

沃、排水良好且光照充足。在育苗过程中，要针对不同

树种的需求进行精细化管理。合理施肥是关键，比如针

叶树育苗时，适当增加磷肥施用量，可促进根系发育；

阔叶树育苗时，氮肥需求相对较大。还要严格控制灌溉

量和频率，避免积水或干旱对幼苗造成损害。病虫害防

治也不能忽视，定期对苗圃进行消毒，加强监测，及时

发现和处理病虫害问题，确保幼苗健康生长。

1.3  科学施肥技术
施肥是促进林木快速生长和增强生命力的重要措

施。施肥量需依据树种、树龄、土壤肥力等因素综合确

定。幼树对养分的需求相对较少，随着树龄增长，施肥

量应逐渐增加。施肥时间也很关键，春季是树木生长旺

季，可适当增加施肥量；秋季施一些磷钾肥，有助于增

强树木的抗寒能力。施肥方式有撒施、条施、穴施等，

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以提高肥料利用率。

1.4  苗木移植技术
苗木移植是种植中最为关键的一环。移植流程包括拔

苗、处理根系、移植、浇水等多个环节。在拔苗时，要尽

量保持根系的完整，避免损伤根系。处理根系时，可适当

修剪过长、过密或受损的根系，促进新根的生长[1]。移植

时，要将苗木垂直放入种植坑中，确保根系舒展，然后覆

土压实，并浇足定根水。移植后，要加强对苗木的养护管

理，及时浇水、施肥、除草等，提高苗木的成活率。

2 林业种植方法

2.1  常规种植法
常规种植法是林业种植中最为基础和常见的方法。

首先要进行林地的选择与整理，挑选地势平坦或坡度适

宜、土壤肥沃且排水良好的土地，清除杂草、石头等障

碍物，并进行翻耕，以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通气性

和保水性。然后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土壤特点和市场

需求选择合适的树种。在种植过程中，按照一定的株行

距进行苗木的定植，确保树木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定植

后，要做好浇水、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等日常管理

工作，为树木的生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2.2  定向种植法
定向种植法是一种具有明确目标和针对性的种植方

法。它是根据特定的需求，如培育特定用途的木材、满

足生态防护要求或追求特定的经济效益等，来选择树

种和制定种植方案。在选择树种时，会优先挑选具有符

合目标特性的品种，如生长速度快、材质优良、抗病虫

害能力强等。还要结合林地的实际情况，如土壤肥力、

光照条件等，对种植密度、施肥量、灌溉频率等进行科

学合理的规划。在种植过程中，还需要进行精细化的管

理，通过修剪、整形等措施，引导树木朝着预定的方向

生长，以达到最佳的种植效果。

2.3  营养森林种植法
营养森林种植法强调为树木提供全面、均衡的营

养，以促进其快速、健康的生长。在种植前，需要对林

地的土壤进行详细的养分分析，了解土壤中各种养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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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和比例，然后根据树木的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施肥方

案。除了传统的氮、磷、钾等大量元素肥料，还会注重

微量元素的补充，如铁、锌、锰等。同时采用有机肥料

和生物肥料相结合的方式，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微

生物活性，提高土壤的保肥保水能力。此外，还会合理

利用森林中的枯枝落叶、杂草等有机物质，通过堆肥、

腐熟等处理，将其转化为优质的有机肥料，实现森林资

源的循环利用。

2.4  混交林种植法
混交林种植法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树种按照一定

的比例和方式混合种植在一起的方法。混交林可以形成

层次多或冠层厚的林分结构，充分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光能利用率。不同树种之间还可以

相互促进，如豆科树种具有固氮作用，能够增加土壤肥

力，为其他树种提供养分。混交林的稳定性较强，病虫

害、火灾的发生和蔓延较轻，因为不同树种对病虫害的

抵抗力不同，且复杂的林分结构不利于病虫害的传播和

扩散[2]。在营造混交林时，还要根据树种的生物学特性、

生态习性和造林目的，选择合适的混交树种、混交比例

和混交方式。

3 林业种植技术在不同地区的应用

3.1  在山区的应用
山区地形复杂，土壤肥力不均，气候多变，因此在

林业种植时要选择适应山区环境的树种，如松树、杉

树、柏树等耐旱、耐贫瘠的树种。为提高树木成活率和

促进生长，需进行土壤改良，可采用施肥、翻耕、植物

秸秆覆盖等方法。由于山区水资源分布不均，要科学合

理地管理水资源，根据地形和水资源分布情况，采取合

理的灌溉措施，如修建蓄水池、采用滴灌等节水灌溉技

术。山区植树造林还需要科学合理地规划土地利用，根

据地形和植被分布情况，合理布局不同树种，以提高植

被覆盖率和生态效益。

3.2  在平原地区的应用
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合发展大规模的

林业种植。在树种选择上，可根据市场需求和生态功能

选择，如杨树、柳树等速生树种用于用材林建设，苹

果树、梨树等果树树种用于经济林建设。平原地区适合

采用机械化种植，提高种植效率和质量。同时要注重土

壤管理，定期进行土壤检测和施肥，保持土壤肥力。此

外，平原地区人口密集，可发展林粮复合经营、林菜复

合经营等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经济效益。

3.3  在沙漠地区的应用
沙漠地区气候干旱，水资源匮乏，风沙大，林业种

植的主要目的是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环境。选择耐旱、

耐盐碱、抗风沙的树种，如柽柳、梭梭树等。在种植技

术上，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如滴灌、渗灌等，减少水分

蒸发。为提高树木成活率，可采用容器育苗、营养袋育

苗等技术，培育壮苗。同时可发展沙产业，如种植肉苁

蓉等中药材，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4 林业种植技术在不同树种中的应用

4.1  红松种植技术
红松对土壤要求较高，喜欢排水良好、肥沃且具一

定酸性的土壤，理想的土壤pH值在6.0-7.0之间。种植前
需进行土壤测试，以确定酸碱度和营养成分。选苗时要

选择健康、生长旺盛的一年生或二年生幼苗，这样的苗

木更容易适应新环境。根据苗木大小，挖掘深度和宽度

略大于根系的坑，坑底稍稍向下倾斜，以便水分流出。

将苗木放入坑中，使根部完全接触土壤，然后用土填充

坑，轻轻拍实，使苗木与土壤紧密接触。栽种后立即浇

水，以帮助苗木迅速扎根，之后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要

过湿。红松需要充足营养，春季和秋季是最佳施肥时

机。其修剪主要在冬季，以控制形状和大小，防止病虫

害发生。

4.2  水曲柳种植技术
水曲柳喜欢阳光充足、排水良好的土壤，应选择地

势较高、阳光充足的地方种植。种植前应对土壤进行充

分施肥，建议使用有机肥和复合肥混合施用。水曲柳

的繁殖方式主要有扦插和嫁接，扦插一般在春季进行，

嫁接则在秋季进行。育苗过程中要保持土壤湿润，注意

遮阳，防止光照过强导致水分蒸发过快。移栽一般在春

季，移栽前将幼苗修剪成15-20厘米的高度，以减少根系
损伤，移栽时尽量多地带土，以利于生根发芽，移栽后

适当浇水，并用草木灰等有机物覆盖土壤。栽植时将幼

苗根部与地面保持45度角，有利于吸收养分，同时留出
一定空间。生长期间要定期修剪，保持树形美观，注意

防治白粉病、红蜘蛛等病虫害，合理浇水和施肥，保证

正常生长。

4.3  杨树种植技术
杨树造林地应选择土壤有效层厚、水肥条件较好的

地块。造林前先将土地深翻30-40厘米，以提高土壤保
水、保肥能力，促进树苗根系发展，结合深翻整地施入

适量基肥，基肥以充分腐熟的农家肥为主，适当配合施

用复合肥。选择直径3厘米以上、苗高3米以上、根系完
整、干形通直的一级苗木。合适的行株距可以节省空

间，一般材用杨树可采用行距5米，株距4米，苗穴大小
一般为60×60×60厘米，覆土到1/2处时，将苗向上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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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根系和土壤充分接触，再踩实，填满土，移栽后浇足

定根水。移栽后的前3年，可在林间套种农作物，每年秋
季中耕一次，三年后苗木进入速生期，每年至少追肥一

次，并进行修剪，修剪时间选择秋末冬初或早春，修去

主干1/3以下的侧枝，防止与主干争夺营养。
5 林业种植技术应用中的问题与解决措施

5.1  存在的问题
（1）种苗质量参差不齐：一些育苗单位和个人受经

济利益驱使，忽视种苗质量，采用劣质种子或不科学的

育苗方法，导致种苗生长不良、抗逆性差。这样的种苗

在造林后，成活率低，生长缓慢，易受病虫害侵袭，严

重影响林木的生长质量和造林成效。（2）种植技术不
规范：部分林农和林业工作者对林业种植技术的掌握不

够熟练，在种植过程中存在操作不规范的问题。比如，

苗木移植时根系处理不当，可能导致根系受损，影响苗

木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施肥量和施肥时间不合理，可

能造成树木营养不良或生长过旺，降低树木的抗逆性。

（3）病虫害防治难度大：随着林业种植面积的不断扩
大，病虫害的发生也日益严重。一些病虫害具有传播速

度快、蔓延范围广的特点，如松材线虫病、美国白蛾

等，一旦发生，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而且，长期

使用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容易导致害虫产生抗药性，

同时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4）林业结构不合理：
部分地区在林业种植中存在树种单一的问题，大面积种

植单一树种，如杨树、松树等，导致森林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较差，容易受到病虫害和自然灾害的侵袭。一旦发

生病虫害或自然灾害，可能会造成大面积的林木死亡，

给林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5）资金投入不足：林业种
植具有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对林业的重视程度不够，资金投入

不足，导致林业种植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受到限

制。此外，林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相对较低，吸引社会资

本投入的能力较弱，也制约了林业的发展。

5.2  解决措施
（1）加强种苗质量管理：建立健全种苗质量监管体

系，加强对育苗单位和个人的管理，严格种苗生产和经

营许可制度，规范种苗生产和销售行为。加强种苗质量

检验检测，确保种苗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同

时加强对种苗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种苗的生

产和销售行为。（2）加强技术培训和指导：加大对林农
和林业工作者的技术培训力度，通过举办培训班、现场

指导等方式，提高他们的种植技术水平。建立林业技术

推广服务体系，及时为林农和林业工作者提供技术咨询

和指导。（3）强化病虫害防治工作：建立健全病虫害监
测预警机制，加强对病虫害的监测和预报，及时掌握病

虫害的发生动态。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如生物防治、物

理防治、化学防治等，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

还要加强对病虫害防治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提高病虫害

防治的效果和水平。（4）优化林业结构：根据不同地区
的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合理调整林业结构，增加树种

多样性，营造混交林，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

逆性。（5）加大资金投入：政府要加大对林业的资金
投入，设立林业种植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林业种植技术

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同时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林业种

植，拓宽融资渠道，为林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结束语

综上所述，林业种植技术及其应用是一个复杂而系统

的工程。通过对优质苗木选育、育苗、施肥、移植等技术

的合理运用，以及不同种植方法在不同地区和树种中的科

学实施，可以有效提高林业种植的质量和效益。针对当前

存在的种苗质量、技术规范、病虫害防治、林业结构和资

金投入等问题，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加强管理和指导，

强化病虫害防治，优化林业结构，加大资金投入，能够进

一步推动林业种植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实现林业生态和经

济效益的双赢，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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