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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桦树造林及病虫害防治技术

姜广强*
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黑龙江�东宁��157299

摘� 要：桦树大多为中小型树木，多以乔木或灌木的形态自然分布在我国各地。由于桦树的树形多姿，秋季树叶

金黄，树皮洁白，生长迅速，多用于园林绿化以及短期用材林的营造。而桦树在生长过程中常会受到病虫害的威胁，

应将桦树病虫害防治作为桦树抚育管理中的重要环节来抓。本文对桦树造林及病虫害防治技术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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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桉树是我国主要速生用材树种，在建筑行业、造纸行业、造船行业甚至家具生产行业均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大范

围种植下也为生态环保作了不少贡献。伴随我国林权改革工作的推进，农民造林种植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越来越多

人关注到桉树造林技术的应用以及病虫害的有效防治工作。

1��桦树造林技术

1.1  桦树苗培育

1.1.1  种子采集

桦树种子一般在9月上旬成熟，此时可以利用人工进行采集。要选择生长良好、枝干健壮的母树采集。应在早上

露水未落时开始采集，种子采集完成后将其摊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进行晾晒，晾干以后进行揉搓取种。边揉搓边把成

熟度差、残破粒和病粒等筛除，然后将种子装入麻袋，放在温度较低的室内贮藏。

1.1.2  选择苗圃地

通过仔细观察桦树种子即可发现其体积较小，尤其是在粘土中扎根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对于苗地提出较

为严格的要求。应将苗圃地建立在地势平坦、背风向阳、水源方便、疏松的沙壤土地上。疏松的沙壤土是最适宜开展

桦树种子育苗的土地类型。育苗之前需要深翻土地，深度最大可达到30cm，最小不可以低于25cm。可通过反复耙地

的方式，增加土壤的细腻性[1]。

1.1.3  土壤处理

开春后需要深翻土壤，然后将土壤耙碎。在此基础上开展基肥施入工作，基肥施入量需要严格控制在30t/hm2，消

毒时一般会使用硫酸亚铁粉或者硫酸亚铁容易。硫酸亚铁粉的用量需要控制在375kg/hm2，硫酸亚铁溶液比例为5%。

将消毒溶液施入到土壤中后需要继续进行深翻，翻地深度为15cm，土壤碱性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较为有效的改良，将

可溶性铁质提供给苗木用于生长。为预防苗期立枯病，播种前利用硫酸亚铁粉剂，或硫酸亚铁溶液消毒。粉剂的用量

为每公顷380公斤，硫酸亚铁溶液浓度应为5%。春季将粉剂或溶液施入土壤中，再进行春耕地，深度为15厘米左右。

通过消毒不仅可以将土壤中的病菌消灭，还可以防止土壤中的碱性过高，满足育苗对土壤的要求。

1.1.4  制作苗床

受到过于细小的桦树种子影响，不能无限制的扩大苗床。做床时将其控制宽度以及长度控制在2.2m以及5m之内。

中间所留有的步道宽度为10cm，深度为20cm，步道主要用于开展浇水以及除草工作。床间保留40厘米宽的步道，用

于工作人员进行苗期管理。在土壤当中施用锌伴磷粉剂是预防地下害虫的有效途径，其失误控制量为225kg/hm2。

1.1.5  处理种子

春季是处理种子的最佳时期，处理时需要利用35℃的温水浸泡种子，浸泡时间为两天。种子浸泡完成后需要将其

捞出放入木箱内，然后利用麻袋覆盖已经浸泡完成的种子，注意覆盖过程中也要每天洒水，洒水次数为三次。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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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翻动的方式，保持种子的湿润性。春季早晚温差较大，可利用塑料薄膜覆盖种子，起到保温的目的，如果出现温

度较低的问题，需要生火提高室温。播种工作需要在种子出现吐白现象时立即进行。催芽过程中要每天定时翻动2-3

次，同时观察种子的湿润度，并及时洒水。催芽期间，由于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应在晚间加盖一层塑料薄膜保温。在

室内温度过低时，应采取增温措施，保证室内温度不低于25℃。待种子裂嘴后，可进行播种。

1.1.6  播种

春季在气温保持在10℃以上，地温达到5-8℃时可进行育苗播种。尽量在适期内做到早播种，以达到早出苗、出

齐苗、提高苗木的抗性，为苗木顺利度过夏季高温提供保障。播种可采取撒播或条播的方式，从便于田间管理的角度

出发，应以条播为宜。播幅宽度为15厘米，行距为5厘米，每公顷播种75-120公斤。播种后用细土、羊粪和锯末混制

成的混合土覆盖，厚度以床面不见种子为宜。播种后及时洒水，使床面湿润。

1.2  苗期管理

首先，在种子出土前，需要仔细检查种子周围土壤，判断水分状况以及种子芽尖情况。在洒水时需要将天气情况

以及土壤干湿程度作为依据，确定洒水次数。在育苗当中，出苗期以及生长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幼嫩的小苗必须满

足精细管理这一需求。可通过每天挖出幼苗观察根尖生长情况的方式科学洒水。偏湿的土壤是加大根尖腐烂可能性的

重要原因，土壤太干则会导致根尖因为缺水问题而干枯。土壤不积水以及不干旱是开展洒水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

其次，幼苗出土后需要喷洒波尔多液，喷洒周期为十天一次，喷洒比例为1∶1∶1，这是有效预防病虫害的途径

之一。幼苗一般会在一个月后长出数个侧根，此种情况下则可开展大水浇灌工作。浇灌过程中如果出现数天阴雨的问

题，需要将含水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一般会选择撤去遮荫竹帘的方式来控制含水量。

最后，苗木的生长速度在八月中下旬逐渐缓慢，不断加强的木质化蓄水量越来越低，因此需要结合实际适当减少

浇水[2]。种植人员需密切关注苗木，判断其是否有病虫害出现，如果在幼茎以及根部发现病虫害现象，必须及时喷洒

药物杀虫。

1.2.1  遮荫

遮荫可以防止种子被阳光灼伤，保证幼苗安全度夏。可选择透光率在30-40%的遮光网，架设在苗床上方50厘米

处，在8月中旬基本度过炎热的夏季后将其撤除。

1.2.2  浇水

桦树种子细小，抗旱性能差，出苗后应以少量多次的方式浇水，保持床面始终处于湿润状态。要注意不得大水漫

灌，防止大水将种子冲出床面。

1.2.3  间苗

幼苗3-4片叶时应开始间苗，将过密苗、弱苗、病苗等拔除，使幼苗在床面上均匀分布。间苗时对于缺苗和过于

稀疏的地段，以移栽的方式进行补苗，然后及时浇水，以提高移栽后的成活率。根据苗木生长情况，间苗应进行2-3

次，留苗密度为每平方米300-500株。

1.2.4  除草

除草要尽量做到除早、除小和除了，在浇水后土壤湿润时，利用人工将杂草连根拔除。苗期除草一般应进行4-6次。

1.2.5  松土

要根据土壤板结的程度，持续进行松土作业。松土的深度以2厘米左右为宜，做到不伤苗根、土不压苗。

1.2.6  施肥

应做到看天、看地、看苗施肥，在施足基肥的基础上，适量追肥。

1.3  栽植造林

1.3.1  选地

在苗木高度达到50厘米时，可以出圃造林。造林地以林中空地、采伐地或火烧迹地为宜。可根据树木生长对环境

的需求及造林的实际情况选择造林地。

1.3.2  栽植

提前挖出栽植穴，栽植前先将挖穴时的表层腐殖土回填至穴底，然后将苗木放入穴正中位置，然后按照“三埋两

踩一提苗”的方式操作，以使苗木栽植深度适宜、根系舒展，将土填满后应继续将土培至高出地面4厘米左右[3]。造林

后的3年内，每年应抚育2次左右，5年左右即可郁闭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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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桦树病虫害防治技术

2.1  涂白树干

桦树栽植完成后，应马上将树干涂白，对吉丁虫和天牛等蛀干类害虫进行预防，防止其在树干上产卵。同时还可

以预防桦树溃疡病及腐烂病。树干涂白剂可用水、生石灰、食盐和石硫合剂配制，其比例为6∶3∶0.5∶0.5。涂白高

度为自地径以上1-1.5米。

2.2  根部埋药

在桦木根部土层挖坑、打孔，施人内吸性较强颗粒剂，根部吸收后输送到地上部分的干、枝、叶中，害虫取食后

中毒死亡。此法可防治介壳虫、蚜虫、蛀干害虫等。这种方法不受温度、降水、树高等因素的影响。且药效持久。如

呋喃丹，药效可达3个月，1年只需埋施2次药剂即可。方法是：在距树干60cm以外的根系密集区，围树挖3~4个半米深

的坑（或孔）。每坑（孔）内放50～80g呋喃丹后。将坑（孔）填平灌水，药水溶后加速根系的吸收。春夏两次施药

可结合施肥同时进行[4]。如与复合肥或尿素一起使用，可使得呋喃丹的药效更高、更快，治虫补肥一举两得。

2.3  树干注药

在桦树萌芽至落叶前在树干上钻孔，将药剂注入其中，使树体含有农药成分，害虫在树身取食时会中毒而死。此

种方法可以防治木蠹蛾、吉丁虫、天牛、介壳虫、蚜虫、螨类等害虫，还可以防治树毛毡病、煤污病等病害。注药法

是在干周围钻孔注药，使全树体都具有农药的有效成分，不论害虫在什么部位取进食，都会中毒死亡。可防治难以除

治的天牛、木蠹蛾、吉丁虫等蛀干害虫和蚜虫、介壳虫、螨类等刺吸式口器害虫、各种食叶害虫及树毛毡病、煤污病

等病害。注药的时期在桦木萌芽至落叶前的生长期内都可以进行。

3��科学防治病虫害

3.1  树干涂白

桦树栽完后马上涂白，可防天牛、吉丁虫等蛀干害虫在树干上产卵。可预防腐烂病和溃疡病，延迟芽的萌动期。

避免枝芽受冻害，还可预防日灼。树干涂白剂常用的配方是：水10份，生石灰3份，石硫合剂原液0.5份，食盐0.5份，

油脂少许配制而成。涂白高度自地径以上1m~1.5m处为宜。

3.2  农药埋施

在桦木根部土层挖坑、打孔，施人内吸性较强颗粒剂，根部吸收后输送到地上部分的干、枝、叶中，害虫取食后

中毒死亡。此法可防治介壳虫、蚜虫、蛀干害虫等。这种方法不受温度、降水、树高等因素的影响。且药效持久。如

呋喃丹，药效可达3个月，1年只需埋施2次药剂即可。方法是：在距树干60cm以外的根系密集区，围树挖3~4个半米深

的坑（或孔）。每坑（孔）内放50~80g呋喃丹后。将坑（孔）填平灌水，药水溶后加速根系的吸收。春夏两次施药可

结合施肥同时进行。如与复合肥或尿素一起使用，可使得呋喃丹的药效更高、更快，治虫补肥一举两得。

3.3  树干注药

注药法是在干周围钻孔注药，使全树体都具有农药的有效成分，不论害虫在什么部位取进食，都会中毒死亡。可

防治难以除治的天牛、木蠹蛾、吉丁虫等蛀干害虫和蚜虫、介壳虫、螨类等刺吸式口器害虫、各种食叶害虫及树毛毡

病、煤污病等病害。注药的时期在桦木萌芽至落叶前的生长期内都可以进行。

4��结语

桦树造林应提前进行育苗，野生苗数量少、质量差，无法满足造林的需求。病虫害防治主要采取涂白树干、根部

埋药、树干注药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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