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与生态链 2021� 第3卷� 第9期�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

16

试析红松育苗造林技术

张�刚*
东宁市朝阳沟林场��黑龙江�东宁��157299

摘�要：红松是我国的珍贵树种，是东北地区主要针叶用材树种之一，其果实的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较高，在我

国的林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发展红松资源过程中，育苗造林是重要基础。本文对红松育苗造林技术进行了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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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松育苗

1.1  种子采集

红松种子一般在8月份成熟，9月份即可采集。采种时要选择树龄为30年以上、健康的母树，采集完成后，将球果

放在阳光下晒干，以使鳞片裂开。然后利用木棍敲击，将种子取出。取种的同时进行选种，将饱满度差、颗粒小的种

子去除，保留粒大饱满的作为种子。然后再进行晾晒，待种子含水量降低到10%左右时，可以进行贮藏。红松的根系

发育较慢，在进行地块选择时要选取地势平坦开阔、光照良好、排灌水方便的地块。同时，所选地块土壤要具备土层

深厚、地力肥沃等条件，以利于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1]。一般红松育苗地宜选择在富含腐殖质、通气良好的弱酸性砂

质壤土中

1.2  育苗地选择

红松幼苗对其生长的土壤和地势条件要求比较高，应选择土壤肥沃、地势平坦、排水便利的地方作为育苗地，以

微酸性的砂壤土为宜。在播种的前一年秋季进行整地，将育苗地进行全面深翻，翻耕的深度应在20厘米以上，同时，

利用高猛酸钾溶液在土壤表面喷施，对土壤进行消毒处理。整地过程中施入基肥，基肥以腐熟的农家肥为主，添加适

量化肥。根据土壤肥力确定施肥量，一般每公顷需要施入农家肥20立方米左右、化肥160公斤左右。

1.3  种子处理

红松种子的外壳厚且硬度大，难以通气和透水，直接播种会影响其发芽率。因此，需在播种前进行催芽处理。催

芽应在播种前40天左右开始，先准备足量的50℃左右的热水，将种子放入水中并充分搅拌，使水温下降到30℃左右。

放置24小时后再捞出种子放入冷水中，以后每间隔2天换冷水一次。当种子颜色发白后，捞出种子并与3倍于种子量的

湿细沙均匀混拌，然后摊放在背阴的地方进行催芽。期间每天应翻动种子2次，并适当洒水，使种子和沙子均处于湿

润状态。在一半以上的种子裂嘴后，即可播种。

1.4  作床

应尽量利用高床育苗，高床具有土壤疏松、有利于幼苗扎根、防水淹等优点。床高在20厘米左右，宽为120厘

米，长度随育苗量确定，育苗床之间留有50厘米宽的步道[2]。苗床应南北朝向，播种前将苗床整平，将土壤整细。

1.5  播种

5月上旬左右，在地表温度稳定通过8℃时，可以进行播种。每亩的播种量为200—250公斤。利用耙子在育苗床面

上搂出麻面，然后将种子均匀地撒播在床面上。为确保撒种均匀，应按照计划用种量，进行重复撒播，直到将种子撒

完。播种完成后，利用木磙镇压，将种子压入土壤中。再用湿润的细沙将种子盖严，以不露种子为宜。然后将苗床水

浇足，用草帘或稻草覆盖在床面上，为苗床保温保湿，促进种子萌发。

1.6  苗木管理

①苗期管理。红松出苗时间大约持续25天左右，气温升高到16℃时，种子发芽最为旺盛。出苗前和出苗后，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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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做好防旱，及时喷水，使地表土壤保持湿润，同时还要防止鸟类啄食种子和幼苗。幼苗期根系迅速发育，主根的长

度达到10厘米，生长量约占全年40%，并萌发出4--5条侧根，但株高生长较慢。由于苗木比较幼嫩，对环境的抵抗力

很差。在高温的条件下，应及时浇水降温，防止幼苗被烈日灼伤，同时要及时追肥，并进行松土和除草。对于树龄达

到2-3年的苗木，应结合地力和苗木生长状况进行追肥，并做好除草和松土工作，促进幼苗根系发育。②冬季管理。

一是留床苗。入冬前将苗木用土埋严，可保护苗木安全越冬。具体做法是利用细碎的土壤，将苗茎埋住，再将苗木整

体用土向一侧压倒，土的厚度为15厘米左右，以不见苗叶为宜。注意必须将土埋严，防止漏风，来年春季在土壤解冻

10厘米以上后将土撤掉。二是移植苗。对于秋季起出，准备第二年春季用于造林的苗木，应采取窖藏的方式越冬，以

保证春季造林时苗木的及时供应。在窖内温度下降到0℃时，才可以将苗木放入窖中。

1.7  栽植造林

选择平坦的地块或坡度低于25度的山坡地作为造林地，以弱酸性的沙壤土为宜。应使用苗龄达到4--5年，经过换

床移栽，完全木质化的苗木用于造林。苗木的具体标准为，地径在0.5厘米以上，高度在20厘米以上，主根的长度超

过18厘米，侧根的数量在16条以上。地上部的苗干通直、顶芽饱满、色泽鲜亮、无病虫害，根系、主干、枝条等部位

无严重机械损伤等为优质苗木，可在春季土壤解冻之后进行栽植造林。造林前先挖好定植穴，定植穴深度和直径应大

于苗树径10厘米以上。栽树前每穴施入硝酸铵及磷肥各0.25公斤。将苗木放入定植穴中间，使苗木保持垂直、根系舒

展，先填地表土，再填穴中土。当土回填至定植穴的2/3处时，将树苗稍向上轻提，使树苗的根系舒展并与土壤密切接

触，再将定植穴填满并用脚踏实，将水浇透，以树基部存有大量积水为宜[3]。造林3年内应做好幼林抚育管理工作，进

行松土、除草及病虫害防治。

1.8  病虫害防治

防治地下害虫时，可利用6%六六六可湿性粉剂，翻地时将其施入20厘米左右的土层中，每公顷的用量为15公斤

左右。在红松生长过程中，常发生红松疱锈病、根朽病、红松球蚜等病虫害。防治红松疱锈病，应避免在地势低洼处

育苗和造林，及时排出积水。在发现树木患病后，应及时将其拔除。防治根朽病，应及时将病源消灭，树木患病后要

及时将病株连根挖出进行集中处理。防治红松球蚜，可利用40%乐果乳油800-1000倍液进行喷施。也可以利用50%对

硫磷乳油3000倍液防治。

2��红松嫁接

2.1  红松嫁接技术

嫁接是无性繁殖的主要方式之一，对扦插繁殖困难的针叶树来说尤为重要。红松嫁接常用的方法有髓心形成层贴

接法、劈接法、舌接法等。长期以来嫁接技术主要用于果树的栽培，而人工林栽培，特别是松类的栽培使用嫁接技术

较少，历史也较短。

2.2  砧木苗的培育

红松嫁接砧木选择樟子松、红松。樟子松根系发达，耐干旱、耐瘠薄、生长速度快，嫁接后亲和力强；红松砧木

为嫁接不出现任何排斥现象。利用2种砧木与红松嫁接，能提高成活率、抗逆行，早结实。砧木定植时间5月初，土壤

解冻30厘米，定植时苗木放在坑中央、培土、踏实选择土质肥沃，交通便利的造林地块，按设计施工，一般株行距为

1.5m×2.0m。不论用2年生苗移植，还是3年生苗移植，必须注意起苗后立即移植，尽量减少苗木假植时间，移植前做好

苗木分级。如果在外地购苗，装车前用方便袋将苗根包好，以防风吹失水。运输过程中一定要使苗木处于湿润状态。

苗木运到圃地后应立即假植，假植期间每天浇1次水，使苗根湿润即可，不能水量过大。待定植的砧木生长到能

够进行嫁接时（约5年生左右）进行嫁接，这种培育方法数量大，速度快，较为经济划算，但嫁接时由于自然条件限

制，和受嫁接成活率的影响林相往往不整齐，为了避免上述缺陷，造林时最好一穴3株，采用一穴3株定植砧木进行嫁

接，待成活后去掉另外2株，即可使林相保持整齐。

2.3  接穗的选择、采集和储藏

砧木和接穗的直径配合比是嫁接成活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接穗应选择中壮林母树中上部无病虫害，生长旺盛的

枝条。红松接穗采集时间，一般在2月份进行。采集接穗时，选择红松树冠中上部1年生新梢，采集后打好捆。采集后的

接穗及时放在低温下保存，一般保存在0℃以下的地方，一层接穗一层雪（冰），可摆放4-5层接穗，雪（冰）保证接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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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含水率，又降低温度。每周检査一次接穗，避免接穗出现异常情况，有条件可放入冷库内冷冻，效果更好。

穗条长8-12cm，每10个穗条为1捆装入小塑料袋中，每个大塑料袋装10捆，然后放入适量的积雪或碎冰，封好后

运输到储藏地点进行储藏。储藏方法是挖深2.0～2.5m地窖，长、宽视穗条而定，底部铺上积雪或碎冰，一层接穗，一

层雪摆放好，在最上一层接穗上面盖上碎冰后，再用锯沫覆盖在上面，防止积雪或碎冰溶化。

2.4  嫁接

一般采用髓心形贴接法进行嫁接，根据嫁接时期的不同，可采用2种嫁接方法：4月中旬，在头一年生长的老

枝上嫁接；5月中旬，当砧木当年生枝条生长到15cm以上时进行嫁接。一般在当年生枝上嫁接，比在老枝上嫁接成

活率要高出20％～45％。无论是在老枝还是在新枝上嫁接，都是取3月份储藏的接穗，去掉穗下部的针叶，靠近顶

芽处留2.0cm长度的针叶，穗长6～8cm，用嫁接刀将接穗剪口处削成马蹄形，从接穗的底部沿髓心向上切至距顶芽

2.0～2.5cm处，砧木去掉针叶后，用刀从下沿形成层向上切削，长度应与接穗切口长度一致，然后将接穗与砧木贴严

用塑料条绑紧。30～45d接穗彻底成活后，距接口2cm处去掉砧木顶梢，以促使接穗快速生长。翌年4月初，解除塑料

带，剪掉对接穗生长有影响的枝条，使接穗完全代主枝生长。

砧木处理：在砧木顶端的芽开始平头切下，从砧木的中间劈开，切口长于接穗处的切口。结合与绑扎：把切好的

嫁接条插入砧木的切口，插入时让两边对齐，使嫁接条完全插入砧木切口，然后用塑料绳从切口下约1cm处开始进行

捆扎，保证绑捆的密封性。

贴接嫁接技术接穗处理：在接近穗顶芽区域，保留10束左右的针叶，剩下的针叶全部除掉。除针叶时要沿着针叶

生长方向清除，否则可能导致枝条表皮的脱落。然后用刀片从针叶部位下1cm处倾斜切除，切口的角度要与接穗枝条

上端保持约60度的倾角，切入的深度为接穗枝条直径的一半，然后扭转刀片方向沿枝条髓心纵向开切。砧木处理：除

去砧木嫁接部位全部针叶，在初皮部和木质部之间沿着表面削去一块树皮，让砧木处的切口长于接穗处切口。

3��结语

红松育苗造林技术主要有采种、选择育苗地、处理种子、作床、播种、苗木管理、栽植造林以及病虫害防治等内

容。希望本文可以为红松育苗及人工造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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