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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油松之所以成为各个地方的优势绿化树种，主要是

因为其适应性强，海拔 100～2500m 都可栽植。油松能频繁出现

在制造、建筑、造船等行业中，关键原因在于其质量较硬、构造紧

致。目前，我国经济和生态保护处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随着市

场的不断发展，对油松的需求量正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传统的油

松繁育和栽培技术早已无法适应当前的生产，更难以满足人们

的需求。所以，科研人员需要在以往的基础上升级和改良相关技

术。

1油松的特点

1.1 生物学

油松具有极强的抗寒性，即使是在 -30℃左右的严寒天气中

也可以存活。此外，该物种的光合能力强，只要白昼的阳光充足，

就可以自主完成更新作业。也正因为其具备以上特点，经常被选

定为植树造林的重要物种。油松种子深埋地下两年左右，幼苗便

可以顺利破土，待到树龄到达五年时，幼苗能够接触到太阳光。

在初春时节的 4、5 月份左右，物种的生长到了最繁茂的周期。进

入夏季之后，油松的长势会变得相对缓慢。进入 8 月，其又进入

疯长期，直到冬季，当万物开始进入冬眠状态后，油松的生长会

发生停滞。当树龄到达 7年左右，油松进入了开花期；20 年之后，

树上的果实陆续结成；30～70 年时，果实的生长空前繁茂。就算

是百年的树龄，也能顺利结出果实。尽管如此，但是随着树龄的

不断增长，果实的品质也会发生明显变化。假如处于阳光充足的

区域，就可以结出大量的果实；与之相反，处于背阴坡时，果实的

数量会相对较少。通常情况下，每年的五月份左右，油松会进入

盛花期，完成授粉后，花蕊可以顺利发育，深秋时节能进入结果

期。

1.2 形态学

油松隶属乔木科，树冠具有通体碧绿的特点，高度可达

25m，胸径能达到 1m，树干部位呈褐灰色或灰褐色，该部位表皮

为鳞片状。值得注意的是，树龄偏大的油松树干微平。顺利进入

幼苗期后 1年左右，就可以生长出新的枝条，主体为红褐色。

2油松的繁育技术

2.1 选种

在油松种子的选取过程中，种植户可以选择树龄较低、生长

状况较好、没有受到病虫害等情况干扰的树种作为基础树种。除

此之外，种子的收集时间也需要认真挑选，正常情况下，9～10 月

份为最合适的采种时间。完成种子的采集工作后，需要在第一时

间对其进行晾晒处理。主要的方法如下：将采集的种子放置在宽

敞平缓、太阳光照时间长的区域进行晒种。在晾晒的过程中，需

要翻动种子 1～2 次。当种子的表皮呈开裂状时，可以借助敲击

的方法剥壳。完成上述操作后，将品质较高的种子放置在阴凉通

风处储存。此时需要将具有防鼠防虫功效的化学药剂与种子充

分搅拌均匀，防止蚊虫鼠蚁啃咬，以免降低种子的成活率。

此外，在油松的选种过程中，利用容器开展育苗工作时可以

选取现阶段种植区域内品相较好的种子，正常情况下，在该年的

深秋时节，当种子进入成熟期后，就可以开展采摘工作。选种的

基准树应选择长势较好、没有受到病虫害干扰且整体枝干较为

粗壮的。当油松的果实逐渐从嫩绿色变为黄绿色时，就可以开展

种子的收集工作。技术人员可以将采集的油松果球放置在阴凉

通风处，在静置时，每天需要完成一次翻拌处理。如果果球的外

部鳞片由坚硬变成卷曲状，果壳逐渐开裂时，可以利用坚硬的木

棍敲击果球表面，确保油松种子顺利剥离。随后，手动揉搓种子，

将种子顶部的杂质去除，再对其完成全方位的过筛，完全移除其

中的物质。

2.2 消毒

在耕种工作开始前，需要完成对种子的消毒处置，这一步骤

油松的繁育特点及关键栽培技术重点探讨
李俊维

山西省太原市国有林场 030032

摘 要：在我国，油松是十分重要的树种之一，在林业区域内出现的概率极大。因为该物种本身拥有生长周期较长、具备

极强抗寒性的特点，所以不管是农业还是工业，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由此可见，我国可以积极开展油松的种植工作，为社会

绿化供给质量较高的木材，推动林业产业的发展。本文简要概述油松的特点，重点探讨该物种的繁育和栽培技术。

关键词：油松；繁育特点；栽培技术

189



种子世界 2023·9

林业种植

十分重要。将待播的种子全部置于 1%高锰酸钾水溶液中，浸泡

的时间为 2h 左右。随后，使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将其放置在阴凉

处晾干。

2.3 选地

在开展油松种子的播种工作之前，选地工作是不可忽视的

环节。在选择土地的过程中，尽可能选取土壤肥力强、地势相对

平缓的区域。还需要注意的是，尽量避免选择在盐碱地播种。因

为成年期的油松体型相对较大，所以为确保该物种得以健康生

长，土壤中营养物质丰富的土地为最佳选择。假如想要在山区种

植油松，可以将地势相对平坦、阳光充足的北坡视为种植区。此

外，在山区种植油松前，必须重点考虑可能存在的病虫害等问

题。山区具有地势开阔的特点，病害和虫害容易干扰油松的正常

生长，需要全面分析相关问题形成的风险。

2.4 整地

在开展油松的播种工作前，整理土地的工作也非常重要。在

整地时可以应用适当的机械用具开展深耕作业，深耕的最大深

度应保持在 25cm 之内。此外，一旦进入深秋初冬时节，需要进行

浅耕处理，频率为 1次，最大浅耕深度为 18cm 左右。

2.5 催芽

在开展油松种子的繁育工作时，必须提升对选种工作的重

视程度，为从根本上提升种子的发芽率和成活率，相关技术人员

可以在选种工作完成后，开展相应的繁育作业。此外，在繁育时，

对种子进行催芽也是十分必要的。催芽的关键在于能够保证种

子顺利进入发芽期。值得注意的是，催芽环节尽可能在种植工作

结束后 1 个月左右开展，利用混湿埋砂技术开展催芽处置。此

时，种子的表皮会发生开裂现象，运用相关技术，能够保证油松

种子成功发芽的概率。除此之外，技术人员还可以借助发芽药剂

开展种子的催芽工作，利用催芽，增强种子的成活率。在对油松

种子开展繁育时，为了帮助其更加快速地生根发芽，增强活性，

需要完成催芽工作。天龙山地处山西太原境内，隶属吕梁山的分

支山脉，海拔高度约为 1300m。此外，天龙山地区属于温带大陆

性气候，夏冬两季温度适宜，光照时间相对较长。在该地区进行

油松的催芽工作时，正常情况下可以应用湿砂填埋法，最佳时间

可以选在播种前的 1 个月左右。应用相关技术能够确保种皮开

裂，为种子的发芽提供必要条件。除此之外，最常见的手段还有

层积法，可以借助合适的化学药剂进行催芽。催芽的手段种类繁

多，可以结合种植地的基本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提升种子的出

芽率。

关于油松种子的处理工作，通常可以利用温水浸泡法对种

子进行催芽。利用一定量的温水泡种，保证油松种子可以顺利萌

芽。进行催芽处理时，需要尽可能在开展播种作业的 10 天之前

结束。第一，利用一定浓度的硫酸铁水溶液，将种子浸泡 1h 左

右，再在 1%高锰酸钾水溶液中浸种 1h。完成上述操作后，使用大

量的清水进行清洗作业，再在 50℃的温水中浸泡 24h，随后将其

置于温暖的环境中，并在其表面覆盖一定厚度的纱布。另外，还

需要每天对其进行浇水和搅拌，当种子表面出现七成的裂口时，

就可以开展耕种操作了。另外，在对油松进行容器育苗时，还要

确保容器的材质和厚度保持一致，并在容器底部打 2～3 个小

孔，这么做的目的在于降低树苗的死亡率。

2.6 播种

受温带大陆性气候影响，对油松种子进行催芽处理后，尽量

选择在春季播种，而不是在秋季播种。最佳的时间应在初春时

节，并且越早期其效果越佳。利用条播的手段进行播种，最大行

距应控制在 24cm 以内，苗间距在 4～17cm 之间，深度保持在

1cm左右。正常情况下，在山西境内，在完成播种作业后的 10d 左

右，种子就可以顺利发芽。

2.7 作床

油松种子的作床时间可以选在 3～4 月，具体的操作如下：

对种植地进行深翻处理后，保持土壤表层的平整度，随后开展作

床。正常情况下，芽床的规格为 10m×1m×0.5m，边缘处的最大

宽度保持在 1m以内即可。完成上述操作后，即可将富含影响物

质的土壤均匀铺撒在育种床表面，按照 9∶3∶8 的比例均匀混合大

地土、牲畜粪便、松针土等物质。随后，在育苗床上均匀撒入配好

的营养土，并在芽床内施加一定浓度的复合型肥料。

2.8 施肥

在开展油松的繁育过程中，只有向种子提供充足的营养物

质，才能保证该物种的成活率。尤其是在幼苗期内，如果养分不

充足，就可能会出现抑制幼苗稳定成长的情况，不仅如此，如果

部分幼苗没能汲取到足够的养料，极有可能出现生长缓慢、暂停

甚至死亡的情况。当油松幼苗生长处于初级阶段时，可以结合该

物种的生长阶段和需求开展肥料的施加工作。尤其是幼苗期，油

松的根部位置并未发育完全，无法从土壤中获取足量的营养，所

以务必重点把控肥料的施加量，确保油松在幼苗期可以获得足

够的养分。

除此之外，在油松的生长过程中，不同阶段对肥料的需求量

也有所区别。因此，技术人员需要根据油松的生长周期和对肥料

的需求程度选择最适合的肥料，严格控制肥料的施用量。此外，

在进行施肥前，工作人员必须仔细研究油松在生长过程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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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分含量。就算是该物种本身具备极强的抗旱性，但是在幼苗

阶段如果没有充足的水分供给，幼苗就会出现枯死的情况。当油

松种植地位于干旱少雨的区域，在油松繁育和栽培的过程中，需

要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特点，以及幼苗的长势等因素，及时完

成灌溉处理，避免因缺少水分导致幼苗出现干枯现象，确保油松

健康成长。

在油松的生长周期内，为从根本上提升油松的成活率，满足

幼苗的生长需求，可以在种植区域内施加足量的肥料。在油松繁

育的过程中，肥料的施加也是必不可少的。此外，相比于其他物

种，油松对肥料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只有具备足量的营养物质，

才可以确保油松的品质得到升级。针对油松的施肥作业，需要根

据其不同的生长周期开展。当油松处于幼苗期时，施肥工作显得

格外重要，只有足量的肥料才能保证幼苗的健康程度。出现这种

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一阶段的油松相对娇弱，在生长的过程中不

时会遇到鸟类的干扰，在地理、气候等因素的影响下，油松的成

活率会受到影响。

此外，还要重点完成除草作业，移除种植区域内的杂草，避

免其与油松幼苗抢夺土壤中的水分和营养物质。在除草的过程

中，一般情况下，可以选择农机除草和人工处理两种方式。假如

油松的种植和繁育区域面积相对较大，可以利用化学手段除草，

利用无害的化学药剂，在保证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情况下，从

根本上抑制杂草的生长。

2.9 抗鸟害

当油松种子顺利进入繁殖阶段后，就会开始发芽。幼苗阶段

的油松十分娇弱，负责种植工作的技术人员需要对油松开展精

细化的护理。幼苗期的油松在成长的过程中，极其容易受到鸟类

的干扰，进而造成大量的油松幼苗死亡，严重抑制幼苗的健康生

长。借助我国林业部门的数据和信息可以得知，幼苗阶段的油松

突遇鸟类侵袭的情况发生得较为频繁，从根本上导致幼苗无法

稳定成活，降低该物种的栽植数目。在该物种顺利发芽初期，时

常会存在并未完全掉落的薄壳，可以起到保护幼苗的作用。但是

这种物质可能会招致鸟类的啃食，降低幼苗的成活率。鸟类等生

物对油松幼苗的伤害十分显著，能够从根本上抑制种子的数量，

对林业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不仅如此，由于油松的生长速

度相对缓慢，生长阶段也更为烦琐，一旦受到鸟类的攻击，油松

的数量就会逐年呈现下降的趋势。所以，在油松的幼苗期内，技

术人员可以在种植区域内放置一个稻草人，借助这种手段驱赶

鸟类生物，对其起到一定的威慑效果，更有利于增强油松的成活

效率。尽管这种手段相对老旧，但是效果明显，更不会造成环境

污染。

3油松的栽培技术

3.1 抗寒技术

因为油松经常种植在我国的北方，该地区的冬季时常出现

严寒天气。这种情况极其容易降低油松的成活率。尽管该物种本

身具有极强的耐寒性，但是一旦温度过低，其抗寒能力也会不断

降低。以我国的山西地区为例，该地区冬季多风，温度和湿度相

对较低，极其容易对油松的成长产生抑制作用。因此，当地林区

的技术人员可以应用先进的抗寒技术增强油松的活性。针对油

松的抗寒手段，大致分为覆土和覆草两种。以上两种方法都属于

物理防护，能够有效降低严寒天气对油松的影响。此外，覆草手

段更加方便，效率更高，能够从根本上帮助工作人员更快速地完

成日常的工作。假如当地的温度相对较高时，可以应用该技术防

寒；假如种植区为温度较为寒冷的区域，可以利用覆土和覆草相

结合的方法防寒，提升物种的活性。

3.2 栽植技术

在栽培油松时，有多种可选的栽培技术。其中移苗造林、

植苗造林、播种造林为最普遍的三种栽培手段。值得注意的

是，以上三种栽培技术的可用情况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假

如利用播种造林手段开展栽培工作，在油松种子入土之前，需

要完成消毒杀菌、催芽等步骤，之后在每一个洞穴内放置 20

颗种子，随后将水分充足的土壤覆盖在洞穴表面，并将枯叶和

杂草均匀地铺洒在土壤上层；植苗造林法仅适用于树龄为 3 年

的油松幼苗，该幼苗还必须具备足够的品质，苗木的根部位置

发育完全。

综上所述，在我国境内林区中，最常见的树种之一即为油

松。油松本身拥有极强的抗病抗旱能力、木质结构硬度大等特

点。该物种的栽培和繁育技术虽然在我国得到了各界专家学者

的高度重视，还是要从根本上提升油松的种植水准。结合油松的

特性，从根本上增强相关技术的研究力度，是现阶段我国科研人

员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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