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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得益于大面积国土绿化，全国森林面积和蓄积 30

多年持续“双增长”，但同样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林业总体发

展水平不高，主要体现在森林资源总量不足，森林质量、生态功

能调节及木材供给能力不足，和实际供给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怎样在现有资源与有限资金的条件下开展科学的森林可持续经

营，是现代林业事业发展期间值得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和主攻

方向。森林培育是从林木种子、苗木、造林更新到林木成林、成熟

的整个培育过程中，按既定培育目标和客观自然规律所进行的

综合培育活动。森林培育技术的精准应用是提升森林资源数量

和质量的重要环节。在森林培育技术中，精准化的管理与实践属

于提升林产品产量与品质的有效途径。森林资源的生产效率与

产量往往直接影响林业建设与国家经济，因此需要在发展过程

中重视森林培育技术要点的应用与研究，并推动精准化在其中

的贯彻落实。

1森林培育技术要点分析

1.1 立地质量评价

立地质量评价是开展森林培育对立地条件潜在生产力的预

测和判断，立地质量评价可以采取以下方法：林地生物量主要是

由植被因子与立地因子影响的。生物量预估模型中的自变量就

包括植被因子与立地因子。假设林地内的植被因子相同，就是林

分平均胸径、林分密度相一致，因此就可以不考虑其中的植被因

素，而只要求对立地因子加以考虑，将要评价立地质量的各个林

地因子代入到生物量预估模型中，获取“空物量”，我们将其称作

潜在生产力。结合这一潜在生产力水平，对森林立地质量优劣加

以评价；在要评价立地质量林地相对较大的情况下，林地质量较

高的、中等的与低等的几乎呈现出了正态分布，就是中间大而两

头小，即大多数林地立地质量为中等。为此我们就可以结合该规

律来划分林地潜在生产力等级。

1.2 树种选择

在森林培育过程中，遵循“适地适树”的基本原则，树种选择

是造林成功的关键因子，为此需要根据营林区气候条件与地理

环境特点，充分结合树种的生物、生态学和林学等特性，合理选

择培育目标树种。

1.3 育苗培育技术

1.3.1 良种来源

森林良种的来源一般可以通过市场采购或自行培育等方式

获取。其中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自行培育。即通过建立森林良种培

育示范基地，从中培育出适合地方种植生长的阔叶树种，这样能

够为森林培育工作提供充分的良种资源。

1.3.2 建立苗圃和苗木培育

为提高森林良种培育效果，还需要通过建立苗圃与苗圃科

学培育等方式，提高森林良种的成活率、抗病能力、耐寒性能、耐

旱性能等。这就需要选择适合的育苗基质，建立设备设置完备的

育苗苗圃，并采取科学的苗木培育措施来提高森林良种培育效

果。

现如今，在容器苗培育方面，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套较为完整

的育苗程序，通过多年生产与实践研究，也建立起了一套较为独

特的育苗技术与育苗程序。在林木种子催芽、容器选择、浇水施

肥、育苗基质的制备、播种覆盖、育苗基质 pH值、盐渍化控制、育

苗环境把控、苗木封顶控制、苗木出圃、炼苗工作、再培养工作等

环节，都实现了细致化这一目标，并且能够收获良好的育苗成

效，培育出的苗木也具有更加整齐的规格与旺盛的活力。

森林培育技术精准化应用实践与有效实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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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些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于林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加大，并且更加重视生态

环境等问题，森林多功能作用被广泛认可。这种理念在森林培育方面的体现更加突出，原本只关注经济效益转向了生态与社

会等多效益共同发展。从当前的森林培育技术来看，主要有育苗技术、种子处理技术、体胚苗生产技术、苗木施肥技术、灌溉水

质控制技术以及整地技术等。这些技术决定了森林培育成效，也决定了精准化是否能够在森林培育中得以落实。基于此，本文

结合这些技术要点，深入分析森林培育技术精准化的应用实践，以期为森林培育技术的精准化发展提供可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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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种子处理技术

近些年来，国外陆续推出了农场式林地经营政策，在一些低

海拔地区耕地之外的地产中，经营阔叶林类森林，能够获取良好

成效。这种做法的根本目的就是对环境质量加以优化，提升休闲

用地的整体面积，同时也可以生产出更加充足的木材[1]。越来越

多的学者开始针对欧洲白蜡、欧洲甜樱桃以及英国栎等乡土类

树种的发育特征、萌发特性、休眠特征以及贮藏特性等进行更加

深入、细致的探索与研究。针对不同类型的树种，分别制定了不

同的种子处理技术体系，在种子采收的具体时间、处理时间、处

理方法、贮藏条件、处理环境把控、播种时间、萌发环境把控等多

个方面，建立起了各种精细化与规范化的技术体系。

1.5 体胚苗生产技术

我国大部分森林种苗培育队伍对于树体培苗这一生产技术

进行了系统性与完整性的研究，他们借助于优良品种针叶树

种，将其当作主要材料，利用成熟体胚发生系统中的体胚，通

过严格的筛选，而后利用包衣技术将所有规格大体一致的体胚

制作成人工种子，这样就能够在温室中或者大田上开展播种育

苗工作[2]。我国绝大多数树种处于体胚发生系统刚刚建立的阶段，

少量树种尽管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体胚苗生产体系，但是依旧需

要完善和优化，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借助于种子包衣技术实现大

规模的种子或者苗木生产还需要一段时间。

1.6 苗木施肥技术

根据苗圃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经验，他们针对容器苗进行

施肥选择精准化苗木鲜重控制制度。通过多年来的分析与测定，

这些专业技术人员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苗木生长情况和营养供应

关系数据。这样能够借助于定期测定具体苗木的具体鲜重，结合

不同时期内这一苗木的增重量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施肥以及需

要施肥的数量与类型等。

2森林培育技术精准化的应用实践分析

2.1 育种精准化

我国对于育种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树木种类间同样存在

一定差距，因此我国在森林育种方面依旧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

要想促进森林培育技术的精准化，就必须汲取其他国家与地区

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推进精准化育种工作，奠定森林培育精

准化的良好基础。比如日本在森林育种方面就具有较为先进的

技术。日本十分注重树木保护工作，在日本城市街头，随处可见

各种类型的挺拔树木。日本的这些树木能够茁壮成长的根本原

因，一方面是管理工作力度较大，另一方面就是当地所选树木种

类与当地气候变化情况相符，实现了精准化育种和选种的目的。

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我国育种技术尽管起步相对

较晚，但是近些年以来我国高度重视育种技术，促使森林育种技

术取得跨越式发展。

2.2 育苗精准化

在开展选种和科学育种工作之后，树种便会萌发出芽，生长

出幼苗。针对这一方面的森林培育精准化，美国也建立起了一套

较为科学且成熟的培育流程，但是该技术在美国依旧存在一定

的隐蔽性。基于我国现如今的生态环境发展大背景，我们必须充

分认识到建立健全森林育苗体系的重要价值，并且要积极主动

地和其他国家进行工作经验探讨与交流，有关林业管理工作人

员同样需要根据当地在育苗期间发生的问题，研究有针对性的

解决措施，同时也需要在培育管理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汲取教

训，促进各种技术之间的串联，从而充分保障林木幼苗能够健康

茁壮成长。

2.3 栽植精准化

在开展林木幼苗栽培工作过程中，管理人员应当科学设置

幼苗间的栽种距离，确保每一株幼苗都能够获取充足的生长空

间，并且在其生长过程中获取充足的阳光。通常情况下，对于需

要三五年成林的木材来说，栽种株距与行距一般均在 2～3m 之

间。而一些需要生长几十年或大径级建筑用材，则应当将株距与

行距分别控制在 4m左右。大部分区域在林木培育技术上都已经

获取了显著成效，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育种工作，合理应用培

育技术，能够大大提升我国在森林培育技术上的精准化水平，应

当着重做好这一方面的应用与推广工作，在培育树木的过程中，

应当严格根据有关标准开展相关操作，促进技术的全方位应用。

2.4 整地精准化

精准化整地属于森林培育工作中的一种主要技术手段，怎

样为造林苗木创造更加适宜且舒适的生长土壤条件，将直接决

定苗木成活率与长势。所以整地时间、整地深度、整地方式以及

采伐之后的剩余物处理，都需要确保精确、规范、精细。以泰国桉

树为例，采取人工造林整地的方式，就实现了高度细致化。针对

地势较为平坦的造林区域，主要采取机械化全垦整地模式，整地

深度为 30cm 左右，枯枝落叶与杂草全部翻入土壤下方进行堆积

腐熟，之后根据设计密度开展穴状整地工作，穴全部为圆形，穴

直径大约为 40cm，深度大约为 35cm。如果造林区域内有着较大

的地形起伏，则通常采取穴状整地法，规格在 45cm×35cm 左右。

我国华南部分地区也制定了有关桉树的短期轮伐速生丰产造林

技术标准，针对整地方式与时间都提出了严格规定，在培育过程

中实现了精准化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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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林分管理精准化

造林完成之后，林分管理工作是否科学将直接影响林木生

长状态，林分管理精准化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土壤养分

情况精准化监测、凋落物管理与病虫害精准化监测与防治、目

标林分及其生长质量精准化控制、树木养分精准化监测、林木

营养空间精准化控制以及林分结构精准化调控等。以林分土壤

养分情况的精准化监测与管理为例，美国南方地区就在培育火

炬松一类松叶树种的过程中，定期针对林地内的土壤养分进行

监测，另外还定期分析树体中的养分情况，结合土壤与树木营

养状况来决定具体的施肥类型与施肥数量。国内针对杨树、桉

树、毛竹以及杉木一类人工林区域内的土壤养分情况及其施肥

措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基本上实现了林地土壤养分管理工作

的精细化[3]。

3 森林培育技术精准化的有效实施方法分析

3.1 学习先进技术，重视实践经验

尽管我国有着较大的森林面积，但这不能说明我国有着领

先世界的森林培育技术。在林木品种调查、因素分析、后期处理

与生长过程监控等方面，我国依旧存在一定落后之处，同时这也

是我国在森林培育工作中迟迟得不到有效进展的根本原因。放

眼具有先进培育技术的国家，他们对自身的气候条件与土壤特

征等主客观条件进行了充分的探究，比如上文中提到的，美国

南方地区针对针叶林在培养过程中实现了 24h 的土壤养分监

测，着重研究土壤养分对森林培育造成的不良影响。日本有着

较高的植被覆盖率，但即便这种资源十分丰富，日本全国上下

依旧十分重视植物培育和保护。特别是在植被生长期间，从树

木修剪、护理等方面来看都十分受到重视。再比如巴西开展的

水质监测工作，对于人工培育来说具有重要作用，有效提升了

森林培育的整体精准化进程。同时也需要我国积极借鉴这些优

秀经验，不断弥补自身存在的不足。另外，我国也存在不重视

实践、只关注理论等方面的错误。我国地大物博，有着丰富的

物种，其中包括许多种植物尚未归档。我国南方与北方有着较

大纬度跨度与气候差异，土地酸碱度与利用率也存在极大差

异，无法一概而论，需要结合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念在应用过程中便能够让一些问题

“现出原形”。

3.2 明确培育重点，增加科技投入

我国有着广阔的森林面积，无法采取统一的培育方案。在国

家下达有关条例的过程中，往往会在财政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

但哪些部分需要重点投入依旧要由培育部门自行制定。也正是

由于我国在森林培育方面的起步相对较晚，现如今对于经济需

求较为迫切。所以资金十分容易被盲目消耗，也导致资金无法发

挥出应有的效果与作用，甚至存在浪费的情况。因此在林木育

种、培苗、移植与修剪等多个方面，都需要“有重有轻”，北方地区

有着较长的生长周期，且具有肥沃土质，因此需要重视育种移植

工作；而南方地区有着丰富的热量条件，十分适宜室外培苗，再

加上生长速度较快，因此不能忽视植物修剪。需要因地制宜地明

确培育工作重点，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不做无用功，降低人

力与物力方面的浪费。另外，森林培育技术还和科技关系十分密

切，需要研究人员摆脱落后种植理念的束缚，从先进培育技术出

发，不断拓展自身思维，不断创新与完善[4]。

3.3 创新管理体制，培养专业人才

制定完善的管理体制是对于事情的提前规划与安排，有着

统筹全局的关键性作用。所以想要真正促进森林培育工作的精

准化，就必须要废除各种落后的管理体制，并充分结合现状不断

创新。需要召开大型研讨会，会议中的成员需要包括森林培育各

个阶层，比如政府机构、企业以及个人等，使其都可以认识到管

理制度当中对于森林培育过程和培育结果提出的具体要求，从

而端正自身态度，加强自身对国家政策的积极响应，增加科技投

入，加速精准化发展[5]。另外一个关键性方面就是在森林培育期

间缺少专业人才参与，这也在极大程度上导致培育技术发展过

程中的精准化受到限制。

4结束语

近些年以来，为充分满足经济不断发展带来的新型环境需

求，森林事业在我国已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与良好的

发展形势，为此需要政府部门、企业与个人都充分认识到森林培

育技术精准化发展的重要意义，着重提高森林培育技术精准化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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