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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种苗培育技术探析

梁龙林
滁州市三界国有林场Ǔ安徽Ǔ滁州Ǔ239000

摘Ȟ要：森林苗木质量培育研究对提高林产资源品质和维护自然生态环境必不可少。本章探讨了林业幼苗栽培的

意义，着重阐述了林业幼苗栽培技术要领，以及种子收获、储藏和处理方法育苗技术、苗木出圃和运输等等关键环

节，分析了种苗培育规模化、精耕细作和定向种植等未来发展趋势，旨在为我国林业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和参考。

关键词：林业；种苗；培育技术；探析

引言：现如今，各国和人民公众对生态环境都密切

关心，所以打造一种绿色生态化经济也越来越成为我国

发展的重心所在。中国的林地面积也相当大，森林资

源丰富，物种众多，在中国的生态平衡领域起到了难以

取代的地位，也在相当意义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

展。所以林业部门一定要注意政策法规的宣传，统筹管

理国家现有森林资源，并积极研究和发展先进的苗木栽

培科技，以实现国家森林资源大规模开发，为人类创建

更适宜的生存环境，从根本上实现国家可持续性发展。

1��林业种苗培育技术的重要性

林业种苗培育技术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不仅是林

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更是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关键手段。在现代林业发展中，种苗培育技

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对于提高森林质量、增强

森林生态功能、推动林业经济持续增长等方面具有深远

的影响。第一，林业种苗培育技术是保障林业产业持续

发展的基础。优质的种苗是林业生产的基础材料，它们

直接关系到林木的生长速度、成活率和木材品质。采用

先进的苗木育种工艺，能够培育出适合本地生态条件、

具备优异遗传特征和繁殖能力的树种产品，给森林生产

带来源源不断的优良资源。第二，森林苗木栽培技术对

保护地球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有着重大意义。在大自

然中，不同生物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从

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生物多样性。通过森林苗木栽培技

术可培育出多种多样的树木类型，为生态系统的健康与

成长带来保障。通过引入不同类型的树木，可以增加生

态系统的物种丰富度，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抵抗

力，从而维护生态平衡。第三，林业种苗培育技术还对

于推动林业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人们对生

态环境和森林资源保护意识的提高，林业产业逐渐成为

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林业种苗培育技术的发

展，可以推动林业产业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通

过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高品质林木品种，有利于增加

森林商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从而提高了森林经济

效益的持续增长[1]。

2��林业种苗培育技术要点

2.1  种子采集、存储与管理技术
在林业生长中第一个要处理的问题就是选用幼苗，

如何选用优良幼苗直接影响林木的成长，所以在选择时

一定要仔细考察现场的环境实际状况，根据不同种类的

土壤选用合适的森林类型栽植林木，积极安排专门人员

进行种苗收集管理工作。在采集时根据各地情况，包括

天气情况、饮用水情况，尤其是部分地方天气情况更加

严峻，饮用水严重短缺，更加有必要对水质做好把控，

要把适应环境性和生命力好的苗种列为重点培养对象，

这一方面可以防止出现栽培苗木无法适应环境的现象，

降低风险，培育的高适宜度又可以显著改善育苗管理，

促进了林业的稳定发展。选用苗圃前必须全面考量，优

先考虑到各区域的条件不同，对于相同区域不同品种林

业也一定要着重区别，注意其产長条件与繁殖周期的差

异。在挑选并确认良种苗木时，一定要对其进行合理存

贮处理，根据其不同性质设计适当的储藏位置，现阶段

国内林业部门已有许多储藏技术，包括干藏法、湿藏法

等。湿藏法等。其中，湿藏法一般用来保存对水份要求

比较严格的幼苗来，这种类型幼苗不管什么地方都需要

保存在潮湿的自然环境中，一旦水份不够，就很有可能

发生干燥的状况，所以一定要做好对湿藏的监控，并合

理安排专业技术人员经常检测室内空气湿度。针对含水

量控制很高的产品，采取人工风干和自然晾干的方法进

行干藏，此类种苗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保持在室温

下不高且干燥度较小，其多数的保存时期都可以达到

十二个月以上，有可能甚至更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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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合理建立苗圃，采取有效管理
合理建立苗圃并采取有效管理，是林业种苗培育过

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选择和确定种苗后，一个合适

的苗圃环境对于种苗的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第一，

我们要明确苗圃的类型及其特点。固定苗圃作为长期培

育苗种的主要场所，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科学的管理

系统，能够实现规模化生产，对于推动林业的长期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其建立水平要求较高，通常

选择在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地区。相对而言，临时苗

圃则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它针对特定的林业规划而设

立，主要用于培育特定类型的种苗，使用周期较短，规

模也相对较小。第二，在苗圃的建立过程中，细致入微

的自然条件考量是确保苗木健康生长的关键。特别是在

多雨地区，我们要特别注重排水系统的规划。适当提高

苗床的高度，使其超过当地的最大降水量，这样可以有

效防止因雨水过多而导致的苗木根系被淹。同时，预留

的通道不仅是人员通行的保障，更是确保苗圃排水畅通

的重要措施。这些通道能让管理人员轻松到达每一块苗

床，做好日常的巡查与养护，保证种苗在良好状况下生

长发育。这样的安排不但提高了种苗的管理效率，而且

对种苗的繁殖起到了有力的保证。第三，土地管理是种

苗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进一步认识

当地土壤特性，并采用科学合理的施肥方式，如增加有

机肥、微量元素等，以弥补本土中的养分缺失。这不但

可以增加土壤肥力，保证种苗得到必要营养，而且还可

以调整土壤结构，增加通透性和保水性，给种苗根系提

供了一种良好、安全的生长发育环境。

2.3  育苗技术
在森林工程中苗木培育工作是不可分割的关键组成

部分，育苗工作直接关系森林的繁殖品质和培育规模，

所以在育苗中一定要有耐心，让技术人员进行培训，根

据不同苗种选用最好的培育技术，以便于后续树种良好

地生长。由于幼苗种类多样，各个地方的土质与天气条

件差异，所以栽培方式也多种多样，包括播种育苗、繁

殖育苗等。就播种育苗技术而言，一般选择在发芽繁殖

的时期运用，利用播种技术将其培养为初期幼苗，种植

方式相对稳定，最常见的影响因素土壤气候种类以及幼

苗的生长特性，所以在种植前一定要精心筛选好苗种类

型，选择合适的幼苗进行种植栽培。就繁殖育苗而言，

其应用相对固定，一般主要在水果栽培中使用，通过嫁

接方法，使水果产生更多的繁殖功能，这将有助于保持

林木品质的优良性。就移栽育苗而言，操作上相对麻

烦，一般来说，由于某些苗种在特定区域培育后无法尽

快适应本地自然环境，培育结果不理想，不能达到理想

目的，甚至有些品种已经逐渐坏死，此时一定要立刻进

行，可以通过移栽的方式使其向最适合生长发育的地方

迁移，但由于其会破坏苗种，所以最适宜移栽的时间是

在幼苗休眠期，并尽量采取带土移栽的方式，避免移植

时出现严重的损伤。对容器育苗技术而言，人们通常采

用一种容器作为育苗的载体，例如：塑料袋等，因此新

型技术也相当合理，既没有浪费大量的资金，而且成活

率也比较好，所以在强调环境保护的历史背景下得到较

为广泛的使用。育苗技术类型多样，除了简单开展育苗

操作，也存在巨大的挑战，育苗专家技术人员一定要做

好专项检测，根据幼苗特性选用合理的方法，这不但能

够保证其生长发育存活率，而且大大减少后续栽培作业

的难度，使林业产品的综合质量得以提高[2]。

2.4  苗木出圃和运输
苗木的出圃和运输环节，是种苗栽培过程中必不可

少的一段时期。这过程中不但影响着种苗的成活率，还

直接关系着林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第一，在将种苗上

圃之前，除要确定休眠期这一时机之外，前期的准备工

作也同样必不可少。提早七日进行浇水，主要是为保持

土地湿润，以减轻起苗时对根部的伤害。但起苗时，也

应该小心翼翼，以避免连根拔起，因为这会严重损伤幼

苗的根部，并影响其成活与发展。所以，专业的技术人

员会采用科学的起苗技术，比如使用起苗机或者人工挖

苗，尽可能地保护苗木的根系完整。第二，出圃后，苗

木的包装和运输也是一项技术活。针对水份挥发很快的

幼苗，林业部门可以通过塑料覆盖土球的方法来降低水

份损失，提高其离圃时间和成活率。在包装环节中，专

业技术人员可以针对各种幼苗的特性加以识别包装，例

如对针叶的幼苗，可能会选择保湿特性更佳的包装材

料；至于阔叶的种苗，可能会更加强调包裹的牢固度。

第三，为保证种苗在运送过程中不会被混淆或误判，林

业部门也将安排专门工作人员搜集各种种苗的信息，精

心制作了标记，并在种苗上张贴标识。这些标签上通常

包含了苗木的品种、规格、数量、来源等关键信息，方

便工作人员在运输和后续种植过程中进行核对和管理。

3��种苗培育技术发展趋势

3.1  种苗培育规模化
随着城市化浪潮的汹涌而来，我国人民的居住环境

和生活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对绿色生

态、森林资源的渴求与日俱增。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城

市区域，对森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要求更是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现有的森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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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

此，推动种苗培育的规模化生产显得尤为重要。规模化

生产不仅可以提高苗木的培育效率，降低单位成本，还

能确保苗木的标准化和一致性。通过引进先进的种植技

术和设备，苗木培养单位能够更高效地利用资源，减少

浪费，从而进一步降低苗木培养的成本。同时，规模化

生产还有助于从源头上优化苗木资源，加大对优质品种

的研发和培育力度。通过精心筛选和培育，可以培育出

更多适应性强、生长迅速、品质优良的苗木，以满足市

场对高质量森林资源的需求。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我国森

林资源的整体质量，还能为城市绿化、生态建设等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3]。

3.2  种苗培育的精耕细作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种苗培育领域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现代化种苗培养体系的逐步

成熟和完善，我们迎来了一个高效、科学的林木种苗培

育新时代。这一时代的来临，与国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视密不可分。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各地对

于林木种苗的需求不再仅仅满足于数量，更对品种和质

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满足这一市场需求，林木种苗

培育必须向集约化方向发展，而精耕细作则是集约化发

展的核心。精耕细作的种苗培育体系，其特点在于产量

大、技术含量高、栽培质量高以及苗木生长快。通过引

入先进的种植技术和设备，实现了对土壤、水分、光照

等生长环境的精确控制，确保了每一株苗木都能得到最

适宜的生长条件。同时，精耕细作还强调种类的选择与

调整，采用了科学选择、杂交的方法，培育出了较多适

应性强、繁殖快速、质量优异的林木种苗。这种精耕细

作的栽培模式，不但极大地提高了林木种苗的产量和品

质，而且还为生态文明发展奠定了有力的物质保证。在

未来，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需要，精耕细作的林木种苗栽培将会获得更加广阔的应

用与开发。

3.3  种苗培育的定向种植
我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各异，孕育了

多种多样的森林资源，这些资源是我国宝贵的自然财

富。然而，为了保持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管理部门

必须合理利用这些资源，其中定向种植技术是林业资源

利用的关键。第一，森林工作者要对地区的土质、气

象、植物和自然环境情况作出细致的研究和分类，以选

定最适宜的树木类型。这个步骤必须充分考虑品种的生

长习性、适应性及其对当地自然环境的潜在作用。第

二，人工造林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扩大林木覆盖率，最关

键的是达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在品种选

用上，除考察其自然生长能力与适应性之外，还应根据

本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选用有投资增值、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林木品种。第三，通过定向种植技术，我

们不仅可以有效保护和利用当地的森林资源，还能为地

方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同

时，这也对林业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具备

更加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以科学、合理的方式管理和利

用森林资源[4]。

结束语

从森林苗木栽培科技的探析中，人们深深意识到它

对森林可持续开发的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

环境保护意识的深入人心，我们已经有理由认为，现代

林业的幼苗栽培技术将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展望未来，

让我们携手共进，以科学的态度、创新的精神，推动林

业种苗培育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构建美丽中国、实现绿

色生态目标贡献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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