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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干旱河谷地区营造林质量的关键技术和管理措施探究

郭显芝　罗　程

小金县林业和草原局　四川　阿坝州　624200

摘 要：近年来，随着生态环保理念的不断推进，公众越来越注重营造林建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调

整，建设工作实现了质的突破。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公众过于看重经济利益，导致林业资源大幅度减少。仅仅依靠

营造林的建设难以实现林业发展目标，干旱河谷人地矛盾、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尖锐，生态退化明显，恢复难度大，干

旱河谷保护与管理一直在摸索中，但是因生态灾害引起的经济损失巨大，环境债务不断增多，不少经济行为并不经

济。如何积极开展生态恢复与环境保护，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一直是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因此，新时期营

造林的建设应当致力于探索提升干旱河谷地区营造林建设质量的管理措施和关键技术，创新营造林管理模式，为林业

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必要的基础。本文分析了干旱河谷地区营造林建设意义和提升干旱河谷地区营造林质量的关键技术

等，并探索了提高干旱河谷地区营造林建设质量的相关管理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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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

容，关系人民的福祉，关乎民族的未来，事关“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森林是我国重要的我国生态安全屏障，全面加强森林生

态保护管理，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要求，坚持

生态优先、保护为主，坚持绿色发展、生态惠民，坚持

问题导向、因地制宜，扎实做好全面推行林长制各项工

作，全面提升森林和草原等生态系统功能。本项目的实

施，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牢固树

立和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重

要抓手，是大力加强森林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需求。

在这种环境下，政府相关部门将植树造林提上日

程，并且越来越重视绿化工作。但是一些造林绿化工程

质量存在不足，造林管理措施存在一些问题，大大降低

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在我国造林工程发展过程中，提

高造林质量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主要是在造林立

地条件方面面临一定的挑战。植树造林是绿色发展和环

境保护的一项大计，是一项长期工程。相关人员要保证

植树造林质量，从育苗、土壤管理、科技等途径进行整

治，使树木能够拥有良好的生存环境。林业工作者要对

植树造林现状加以分析，通过技术与管理手段实现森林

管理，及时更新植树造林数据，确保林业持续发展。

1��提高营造林质量的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促使很多从业者产生不健

康的经济意识，只着眼于当前的经济效益，而忽略了环

境因素和可持续的发展，使得我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

境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前期未得到重视，导致后期形成

严重后果。现在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沙尘暴、雾霾、泥石

流和山体滑坡等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事件，使人们的生

命财产安全遭到严重威胁。因此，开展营造林是非常必

要的，其意义极其重大和深远，不仅可以改善环境，也

可以降低因自然灾害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提高造林

质量可以优化人们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品质，这是因

为树木能进行光合作用，净化空气增加空气中的氧气含

量，并且树木可以减弱生活生产中产生的噪音传播，可

以确保身心健康，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在营造林过程

中，要根据当地的地理地貌以及气候环境和种植土质情

况，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切合实际的种植，以有

效的保护环境以及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1]。

2��影响干旱河谷地区营造林质量的因素

2.1  设计和规划因素
设计工作主要是对造林工作的流程进行设计，需要

在开展营造林工作之前进行，设计的内容包括营造林的

灌溉途径、具体位置、种植条件等，在实施方案编制

过程中，各地区要根据近来年开展水利建设和生态治理

的经验，同步开展项目建设管理机制体制创新，继续推

行”民办公助”建设模式，允许农户、农户联户、村社

集体、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作为项目实施主体，承担工程

建设管护责任。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统筹用于长江

上游干旱河谷生态治理产业脱贫工程建设。牢固树立科

学治理意识，推广运用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合理

确定干旱河谷治理技术路线，提升区域治理水平。要加

强工程建设管护，深入推进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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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管护责任，确保工程长效良性运行。建立完善生态补

偿机制，健全干旱河谷生态管护体系，确保生态治理成

效。就当前来看，营造林的设计缺乏相应的专业能力和

水平，设计意识还停留在表面，从而导致在营造林工作

结束后，许多工作达不到预期效果，大大降低营造林的

整体质量。林木对于生长环境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在营

造林进行之前，为满足苗木生长的需要，应对种植区域

做好水土资源的探测，合理规划好种植密度以及采光情

况，然而很多种植地区都出现种植过密以及土壤过薄等

问题，从而影响了营造林的生长质量。

2.2  统计和验收因素
统计工作直接影响后期管理工作的开展，是营造林

管理过程中的主要工作。在统计工作中，要做到数据的

真实性、准确性。就当前来看，许多地区的营造林都存

在数据错误、数据丢失、数据乱报等多种情况，给后期

的维护和管理造成很大影响，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

是营造林的统计数据涉及的种类也较多，工作量较大，

且相对比较复杂，同时缺少相关设备，由此导致统计工

作质量的降低。随着营造林栽植工作的完成，需要验收

人员逐一对营造林进行深层次的查看，而不是仅仅看栽

植的表面情况，为了确保树苗的栽植质量，要及时发现

栽植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以便进行根

本性解决[2]。

2.3  栽培管理技术不佳
就现阶段营造林建设栽培方面来看，在传统工作理

念的影响下，营造林的建设仍然采用高密度种植的手段

推进，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树苗生长受到束缚。高密度

的种植需要采购大量的树苗，侧面增加了营造林建设成

本。另外，部分区域在营造林建设过程中不能结合季节

变化来调整土地等资源，导致树苗栽培工作受到土壤等

因素的影响，难以与预期造林目标相对应，营造林栽植

效果难以符合建设要求。

2.4  地理条件因素
干旱河谷地区，常年干燥多风，冬冷夏凉，昼夜

温差大，年均气温11.2C.无霜期215.8d，平均日照时间
1557.1h，年降雨量650mm，平均蒸发量1500mm，蒸发量
远远大雨降雨量；大部分干旱河谷区耕地、牧地、林地

等相互交错，牲畜野外放养，人为经营活动频繁，对造

林地造林成效有严重影响，林牧冲突严重，通过围栏防

人畜破坏的作用也较少。

3��提高干旱河谷地区营造林质量提高的关键技术

干旱河谷地区是指亚热带横断山脉深切河谷所形成

的特殊地貌和气候类型，青藏高原的一类特殊的山地生

态系统，属于局部的干旱生境。分为干热、干暖和干温3
种亚类型。主要分布于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元江、

雅砻江中下游，安宁河流域，大渡河中游，岷江上游、

白龙江流域等干流及支流河谷区。这些区域生态脆弱，

造林极为困难。适地适树，科学选择造林树种是干旱河

谷区造林成活和成功的关键。

3.1  苗木培育
3.1.1  苗木、苗圃地选择
干旱河谷地区适宜栽植岷江柏、油松，最好选用营

养袋育苗造林。苗圃地一般选择在地势平坦、排水良

好、土壤较肥沃及灌溉条件较好的地块。苗床耙平压

实，床宽1.0~1.5m，床深10.0~15.0cm，长度根据地势而
确定。

3.1.2  营养土配制
营养土用腐殖土55%+黄壤40%+过磷酸钙5%，然后

1m2营养土用100g硫酸亚铁进行土壤消毒处理。
3.1.3  装袋育苗营
养袋选择直径4.0cm、高10.0cm的聚乙烯薄膜营养

袋，将营养土直接装人袋内，上离袋口0.5~1.0cm，装好
后整齐排放在床内，高低--致，相互靠紧，周围用土紧
围住营养袋，防止坍塌变形。种子经过消毒、催芽处理

后，于3月下旬至4月，上旬装袋下种，每袋播种3~5粒，
覆土厚度0.5~1.0cm，覆土完后，与袋口平，随机浇透
水。苗木出土至苗高1.5~2.0cm时，进行间苗、补苗，每
个营养袋最后只留1株苗。

3.2  造林时间
干旱河谷地区造林地块平均海拔在2200米以上，有

些造林地块海拔更高，气候变化无常，每年4月中旬到
5月初天气慢慢变暖，到10月天气就会变冷，严寒期季
节较长，保证不了造林成活率，一般不适合秋季造林，

大多选择春季造林。春季造林的好处是苗木生长期较

长，雨水较多，气候适宜苗木生长。春季造林掌握一个

“早”字，造林是季节性较强的工程。造林要赶时间、

抢时间、抓时机、保质量。每年在4月中旬土壤化冻后开
始造林，在苗木萌芽后停止造林，春季造林时间大约40
天。造林地块选择一般先平地后山地，先低山后高山，

先阳坡后阴坡[3]。

3.3  坑穴适中
干旱河谷地区春末夏初多风少雨，干旱时间长，因

此必须抓住春季造林、雨季造林的有利时机，分不同树

种，适时栽植。栽植深度阔叶树种可适当深栽浅埋，便

于根系从下层土壤中吸水，也可在坑穴上覆一层虚土，

既可减少蒸发，保持湿润，又提高土壤湿度，促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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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挖穴时树坑不能太大，否则回填土踩不实，又不能

用大量的水灌实坑土，造成虚土“吊”根，使根系不能

从土中吸收水分而逐渐干枯死亡。所以对于不同的树种

挖穴也要不同，比如：柏树造林坑应挖的大点，而对黄

栌、沙棘树种的坑挖的小点，这样的好处是树木的根系

大小不同，对需求的养分、水分、空间的需求量有所不

同，应做到苗正根舒。

3.4  严格栽植
造林要严格遵循“三埋两踩一提苗”的技术要求，

做到苗正根舒、适当深浅，根土密接，分层压实，用手

掂苗掂不动为宜。

3.5  抚育管理
苗木栽植后要连续抚育3年，抚育一般包括补植、

补造、松土、除草、排灌、施肥、病虫害防治、整形修

剪等，以确保苗木成活，成林及早达到预期造林目的。

漳县造林地块大多林牧交错，管护是很难的一件事，常

说：“三分造、七分管”，造林的关键在于管理，因此

我们要在管护上下功夫，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以确保

造林的成活率。

4��保证营造林质量的管理举措

4.1  成立专门管理机构
为切实确保营地林管理的质量，需要设立对应的管

理机构。在过去，营造林管理质量不高的原因是相关部

门人员对其职责认知不清，造成互相推诿的问题。设置

专门的管理机构或单位后，应当首先明确不同主体的管理

责任，使各部门能够各司其职开展营造林的管理工作[4]。

4.2  建立科学监管机制
监督管控机制是保障部门人员和机构工作人员完成

整体营造林管控作业的前提条件，要求相关人员要按照

管理章程落实各项要求，并采取不定期抽检的办法查看

其落实情况，监督有关部门完善方案的落实工作，以奖

惩制度作为人员能力和工作效果的判定标准。

4.3  增加科技投入
为了推动营造林工作的顺利实施，在营造林工作开

展过程当中，需要构建营造林质量管理科室，明确其职

能与责任，推动各项工作高效开展。特别是伴随当前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在实施营造林工作中，更应当重

视科技兴林，强化科技投入，研究推广优良新品种，为

保证营林造林质量奠定良好的基础，并且为了保证营林

造林工作的高效开展，还应当重视软硬件设备的合理引

进，科学借鉴国外先进的育苗经验，并结合我国地区气

候特点与自然条件，发展新型育苗技术，推动营造林工

作获得更好的发展。

4.4  强化培训
营造林工作人员的素质对营造林质量的提升有重要

的影响。在开展营造林工作前，应对营造林工作人员进

行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保证其

在工作过程中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如果林木出现

病虫害问题，工作人员要第一时间发现并采取积极有效

的解决对策，防止病虫害对营造林工作造成影响，提高

林木的成活率。

4.5  重视数据统计工作
数据统计是贯穿于营造林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统

计数据的准确性，决定了营造林的管理质量，以及未来

的发展。因此，要提高对营造林数据统计的重视程度，

以数据的精准带动质量的提升。第一，培养统计人员工

作素养与职业态度，确保统计人员勇于克服困难，坚持

数据统计的高标准，严要求。第二，创造条件，采用一

些先进的技术和统计工具，提升数据的准确性，降低工

作难度，如遥感技术和全球定位系统等。

5��结束语

人工林质量不仅影响生态环境平衡和生态文明建设

进程，而且对以林业为主的经济产业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植树造林和管理中，有关人员必须重视造林管理，

按照有关技术标准进行造林和管理，确保造林质量满足

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现阶段造林工程中，提高营造林质

量是关键。要加强造林生产管理控制，提高苗木成活水

平。应通过合理的技术分析，确定造林方法。要重视植

树造林工作，认识到造林工作的重要性，积极采取有效

措施解决造林问题。建立健全造林管理制度，加强造林

生产技术的应用，是现代林业生产的关键。应将造林质

量管理贯穿于造林面积规划、苗木选择、前期准备、造

林技术控制、造林后管理等森林经营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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