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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绿化后林木抚育与管护技术

田玉国
淄博市沂源县悦庄镇政府Ǔ山东Ǔ淄博Ǔ256100

摘Ȟ要：造林绿化是恢复生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造林后的林木抚育与管护技术，直接关系到林木的

成活率、生长速度和生态效益。本文深入探讨了造林绿化后林木抚育与管护的关键技术，包括土壤管理、水分调控、

病虫害防治、修剪整形及防火防盗等方面。通过科学合理的抚育与管护措施，可以有效提高林木的生长质量，促进生

态系统的稳定与恢复，为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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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造林绿化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造林绿化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维护

地球生态平衡、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第一、造

林绿化能够显著增加植被覆盖，减少水土流失，保护土

壤资源。树木的根系能够稳固土壤，减少雨水冲刷造成

的侵蚀，从而保持地表的稳定性和肥力，为各类生物提

供适宜的栖息地和生长环境。第二、造林绿化有助于改

善空气质量，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

气，能够有效缓解温室效应，减少空气污染。特别是在

城市化进程中，绿地和森林如同城市的“肺”，为居民

提供清新的空气，提升生活质量。第三、造林绿化对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至关重要。多样化的植被为野生动物提

供了食物来源、栖息地和繁殖场所，有助于维持生态平

衡和生物多样性。一个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更能抵抗外

界干扰，保持其结构和功能的稳定。第四、造林绿化还

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的功能。森林能减缓风速、调

节局部气候，减少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同时，森林作

为自然界的大水库，能够蓄存和净化水资源，对防洪抗

旱、保障水资源安全具有重要作用。造林绿化是构建生

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石。它不仅能够提

升环境质量，还能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后代留

下一个更加绿色、健康、美丽的地球家园。

2��造林绿化后林木抚育技术

造林绿化是恢复和增强生态系统功能的关键步骤，

而林木抚育则是确保造林成果得以巩固和持续发展的核

心环节。林木抚育技术涵盖了从幼苗栽种到林木成熟

期的全过程管理，旨在通过科学的方法促进林木健康生

长，提高林分质量，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2.1  松土除草
松土除草是林木抚育初期的基础工作，对于新植林

木尤为重要。新栽林木根系尚浅，土壤紧实度和杂草竞

争是影响其生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松土可以打破土壤板

结，增加土壤透气性，有利于根系呼吸和水分吸收；松

土还能促进土壤微生物活动，加速有机质分解，提高土

壤肥力[1]。除草则是为了消除与林木争夺养分、水分和

光照的杂草，减少病虫害的传播媒介，为林木创造一个

良好的生长环境。实施松土除草时，应根据林木种类、

生长阶段及土壤条件灵活调整作业时间和强度。一般而

言，春季和秋季是最佳时期，此时气温适宜，有利于林

木恢复和生长。操作时需注意避免伤及林木根系，尤其

是幼嫩根系，同时保持适当的土壤湿度，防止因过度松

土导致的土壤干燥。对于不同种类的杂草，可采取人工

拔除、机械割除或化学除草等方法，但应优先考虑环保

和生态平衡，避免使用高毒、高残留的化学除草剂。

2.2  施肥灌溉
施肥灌溉是林木抚育中促进林木快速生长、提高林

分生产力的关键措施。合理施肥可以补充土壤养分，满

足林木生长需求，提高林木抗逆性；适时灌溉则能确

保林木在干旱季节或土壤水分不足时仍能正常生长。施

肥应根据土壤测试结果和林木生长需求进行，遵循“少

量多次、平衡施肥”的原则。初期以氮肥为主，促进枝

叶生长；中后期逐渐增加磷钾肥比例，促进根系发育和

木质化。施肥方式包括基肥施用和追肥，基肥一般在造

林前或造林初期施入，追肥则根据林木生长情况适时进

行。灌溉则需根据天气、土壤含水量和林木生长阶段灵

活安排，既要保证林木水分需求，又要避免水分过多导

致根系腐烂。采用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既能提

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又能减少对土壤结构的破坏。

2.3  修枝整形
修枝整形是林木抚育中调整林分结构、改善林木生

长条件、提高木材质量的重要手段。通过修剪枝条，可

以去除病弱枝、竞争枝和下垂枝，减少林木内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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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主干通直生长，提高木材利用率，合理的整形还能

改善树冠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虫害发生，增强林木抗

风能力。修枝整形应遵循“轻修勤剪、适时适量”的原

则，根据林木种类、生长阶段和目的不同，采取不同的

修剪策略。幼龄林以培育主干为主，适当修剪侧枝；中

龄林则注重调整树冠形态，保持合理的冠幅和冠高比；

近熟林和成熟林则需考虑木材质量，避免过度修剪影响

木材强度。修剪时应使用锋利的工具，避免撕裂树皮，

修剪伤口应及时涂抹保护剂，防止病菌侵入。

2.4  间伐管理
间伐管理是在林木生长过程中，根据林分密度、林

木生长状况和林分经营目标，有计划地伐除部分林木，

以调整林分结构，促进保留木生长，提高林分质量和

经济效益的抚育措施。间伐能够改善林内光照、通风条

件，减少病虫害发生，促进保留木直径增长和材质改

善。间伐应遵循“留优去劣、留大去小、留稀去密”的

原则，根据林分生长情况和经营目标确定间伐强度和时

间。间伐强度不宜过大，以免破坏林分稳定性，影响生

态功能发挥。间伐后应及时清理林间残留物，减少病虫

害滋生环境，同时做好林间空地补植，保持林分连续性

和生物多样性[2]。

3��造林绿化后林木管护技术

造林绿化是恢复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平衡的重要举

措，而造林后的林木管护则是确保造林成果得以长期保

持和优化的关键环节。有效的林木管护技术不仅能够保

障林木健康成长，还能维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生态系统

的整体稳定。

3.1  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防治是林木管护中的首要任务，直接关系到

林木的健康状况和生长速度。病虫害的爆发不仅会导致

林木生长受阻，严重时甚至会造成林木死亡，对生态

环境造成巨大破坏，采取科学合理的病虫害防治措施至

关重要。病虫害防治应遵循“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原则。首先，通过加强林木检疫，防止外来病虫害的引

入。其次，利用天敌、微生物等生物防治手段，减少化

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生态环境。定期监测林木生长状

况，及时发现病虫害迹象，并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措施。对

于已经发生的病虫害，应根据病虫害种类和危害程度，选

择合适的化学农药或生物制剂进行防治，但需注意用药

量和用药时间，避免对环境和林木造成二次伤害。

3.2  森林防火
森林防火是林木管护中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森林火

灾具有突发性强、破坏性大的特点，一旦发生，将对林

木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加强森林防火

工作，提高防火意识，是保障林木安全的关键。森林防

火工作应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火源管理，严格控

制林区内的火源使用，禁止在林区内吸烟、野炊等易引

发火灾的行为。二是建立森林防火监测体系，利用现代

科技手段，如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等，对林区进行全

天候、全方位的监测，及时发现火情。三是加强森林防

火宣传，提高公众防火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森

林防火格局。四是建立健全森林防火应急预案，一旦发

生火灾，能够迅速响应，有效控制火势，减少损失。

3.3  林木防盗与保护
林木防盗与保护是林木管护中不可忽视的一环。随

着林木资源的日益珍贵，林木盗窃现象时有发生，给林

木管护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林木防盗与保护工作应从

几个方面着手：加强林区巡逻，提高巡逻频率和力度，

及时发现并制止盗窃行为。建立林木资源档案，对林区

内的林木资源进行详细登记，便于管理和追踪。加强宣

传教育，提高公众对林木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保护

林木资源的良好氛围。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共同打

击林木盗窃行为，维护林木资源的安全。

3.4  野生动物保护与生态平衡
野生动物保护与生态平衡是林木管护中的重要内

容。森林是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保护野生动物，维

护生态平衡，对于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持生态系统稳定

具有重要意义。野生动物保护与生态平衡工作应从加强

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执行，提高公众对野生

动物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建立野生动物监测体系，

对林区内的野生动物进行定期监测，了解它们的种群数

量、分布和迁徙规律。加强生态廊道建设，为野生动物

提供安全的迁徙通道和栖息地，促进物种间的基因交

流。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共同打击跨国野生

动物走私行为，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

4��林木抚育与管护的组织与管理

4.1  制定科学的抚育管护计划
制定科学的抚育管护计划是林木抚育与管护工作的

基础。科学的计划能够确保抚育管护工作的有序进行，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达到预期的生态和经济效益。在制

定抚育管护计划时，需要全面评估林区的自然条件、生

态环境、林木种类和生长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等[3]。

基于这些评估结果，明确抚育管护的目标和任务，如促

进林木健康生长、提高林分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等。

根据目标和任务，制定具体的抚育管护措施，包括松

土除草、施肥灌溉、修枝整形、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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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合理安排抚育管护的时间和频率，确保各项措施在

最佳时机实施，以达到最佳效果，计划还应考虑长期性

和可持续性，确保抚育管护工作能够持续进行，不断优

化和调整，以适应林木生长和生态环境的变化。

4.2  建立专业的抚育管护队伍
建立专业的抚育管护队伍是确保抚育管护计划得以

有效实施的关键。专业的队伍能够熟练掌握抚育管护技

术，准确判断林木生长状况，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提高抚育管护效果。建立专业的抚育管护队伍需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1）是加强人员培训，提高队伍的
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通过举办培训班、现场指导、经

验交流等方式，不断提升队伍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

（2）是优化队伍结构，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根据抚育管
护工作的需要，选拔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和工作经验的人

员加入队伍，确保队伍的专业性和高效性。（3）是建立
健全管理制度，规范队伍的行为和操作。制定详细的抚

育管护操作规程和考核标准，对队伍的工作进行定期检

查和评估，确保各项措施得到有效执行，加强队伍的职

业道德教育，提高队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抚育管

护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4.3  加强资金投入与保障
加强资金投入与保障是林木抚育与管护工作得以持

续进行的重要条件。资金是抚育管护工作的物质基础，

缺乏资金的支持，抚育管护工作将难以开展，甚至可

能导致工作停滞。加大政府投入，提高财政资金对林木

抚育与管护的支持力度，将林木抚育与管护纳入财政预

算，确保资金按时足额到位。通过设立专项基金、争取

上级部门支持等方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增加资金投

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通过

政策引导、税收优惠等措施，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林木抚

育与管护领域，增加资金投入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加强

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有效性[4]。建立健全

资金监管制度，对资金的分配、使用、管理等进行全过

程监督，防止资金挪用、浪费和滥用现象的发生，加强

资金使用效果的评估，确保资金投入到最需要、最有效

的领域和环节。

4.4  建立监测与评估体系
建立监测与评估体系是林木抚育与管护工作得以不

断优化和改进的重要保障。通过监测与评估，可以及时

了解林木生长状况、抚育管护效果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

情况，为调整和优化抚育管护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建立

科学的监测指标体系，明确监测的内容和标准。根据抚

育管护的目标和任务，制定具体的监测指标，如林木生

长量、病虫害发生率、生物多样性指数等，确保监测结

果的准确性和可比性。加强监测设施建设，提高监测能

力。投入资金建设监测站点、购置监测设备等，提高监

测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确保监测数据的实时性和准

确性。建立定期评估机制，对抚育管护工作进行全面评

估。通过定期评估，了解抚育管护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存

在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

将评估结果与奖惩机制相结合，对表现优秀的单位和个

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表现不佳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批评

和处罚，激励和约束抚育管护工作的持续改进和优化。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造林绿化后的林木抚育与管护技术是一

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只有坚持科学抚育、精细管护，

才能确保林木健康生长，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的共赢。未来，应继续加强林木抚育与管护技术的研究

与应用，推动造林绿化事业的持续发展，为构建美丽中

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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