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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分析抗旱造林技术的实施情况,可见其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小觑,只有采用有效的措施解决

其中的问题,才可确保抗旱造林技术在林业工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我国林业工程的长远发展提供动

力。在林业工程中合理应用抗旱造林技术在促进我国森林覆盖率全面提升的同时,对推动生态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为确保抗旱造林技术在林业工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关管理部门需重视其中存

在的问题,并及时寻求解决措施以实现推动林业工程长远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 林业工程；抗旱造林技术；幼树抚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F316.2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在林业工程建设过程中,抗旱技术

的引入大大提高了林业生产效率,保证

了林业种植质量。为进一步研究该项技

术,相关工作的开展要以区域性林业种

植实际为主,积极探索更加有效的技术,

以保证林业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1 林业工程中抗旱造林技术的

相关问题 

1.1水资源稀缺、土地贫瘠 

虽然我国地大物博,但适宜开展植

树造林的区域相对有限,尤其是在干旱

并且土地贫瘠的地区开展林业工程更具

难度。同时,干旱的贫瘠土地不仅水源稀

缺,而且土壤条件恶劣,无法为大部分植

物的生长提供良好机会,一般植物甚至

无法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存活与良好发

育。此外,植物在干旱的环境下易流失大

量的水分,久而久之必将枯萎或死亡,故

水资源稀缺并且土地贫瘠的地区植物存

活率相对较低。 

1.2干旱地区树种选择困难 

如何选用适宜在干旱条件下生存的

树种进行种植一直是困扰相关领域与部

门的难题。具体来说,大部分植物虽然具

备抗旱能力,但不可作为造林的树种,并

且不适宜在部分地区中进行普及与培

育。同时,不同的气候环境以及地理位置

均可对不同树种造成不同的影响,这就

需要相关部门结合造林的环境合理选择

树种,并且还需充分考虑树木的美观性

与抗病虫害能力。 

1.3造林操作缺乏规范性 

林业工程工作具有复杂的特点,同

时在操作工程中需要一定的技术性,并

且需保证操作的规范性,以此保障树种

的成功存活与良好发育。但分析我国目

前林业工程的现状可见,在进行抗旱造

林过程中,因造林条件与环境恶劣,再加

上抗旱造林技术未得到全面普及,大部

分造林工程的操作并不规范,大量损失

造林工程的人力与资源等。 

2 有效的技术措施 

2.1整地 

开展抗旱造林技术并非单纯选择树

种进行栽培,有效应用药物或其它手段

即可保证树种的良好生存,可以说抗旱

造林技术需要的是包括改善土壤、采集

必要水资源等措施的系统化技术体系。

这就需要在栽种树木前首先对土地进行

整改,通过松动土壤促进土壤中通气量

的增加,尽可能保证树种达到造林土壤

的条件。造林需要通过整地控制出苗率,

改善并保证幼林生长环境。为有效改善

造林成活情况,需要结合实际种植情况

对林区土地进行适时提前整地,充分发

挥整地的效果。例如：通过整地可实现

积蓄水分,墒情保持,控制并增加土壤含

水率；以整地方式加速土壤熟化,提升土

地种植质量,保持并增加土壤肥力。利用

充足光照,促进植被发生光合作用,及时

消灭土壤病虫害。常见的造林整地最佳

时机为种植前半年,也可在种植前一年

雨季进行整地。通常在干旱地区有特殊

的地质条件、气候状况,因此整地时需要

注意蓄水保土、坚持以少破坏原地质风

貌为基本原则,以鱼鳞坑为主要树坑类

型进行整地,以实际种植情况确定坑的

规模。利用适宜的规格提升保墒效果,

增强土壤对水资源的蓄积能力。 

2.2幼树抚育管理 

完成苗木栽植后,需要根据种植情

况进行适宜的抚育工作。良好的抚育工

作可有效减少区域内的灾害情况、降低

干旱发生率,因此需要将造林技术与科

学技术相结合,提升造林抗旱性。同时,

提升林木品种的成活率、发育速度。为

有效提升林木的成活率,需要对幼苗进

行统一管理,在栽植初期需要对其进行

修枝处理,促进缓苗期幼苗迅速生根发

芽、提升生长速度与质量。在林木种植

过程中,需要结合林木的具体生长环境、

实际发育情况等确定科学的抚育管理计

划与措施,不断优化林木的成长环境。主

要措施包括：幼林管理、除草松土等,

通常需要根据幼苗的生长情况,在三年

内进行2～3次除草,造林第二年,及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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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苗木成活率并适时补植。在起苗后受

裸根幼苗根系生长自然条件的限制,极

易发生枯死现象,为了缓解根系发育过

细的问题,需要优选苗木,选择根系发

达的壮苗,保证种植过程中可充分吸收

土壤营养物质,有效吸收水分,进而保

证苗木具有较强的抗旱能力。在栽植苗

木过程中,要坚持随起苗随栽植的原则,

最大限度地降低苗木根系水分蒸发的

可能性。 

2.3采用容器苗造林 

在干旱地区进行苗木种植时,常见

的为使用容器苗技术进行造林,在土地

贫瘠的浅山区效果显著。为保证贫瘠土

地、沟坡、梁峁等低質土壤中的树苗成

活率,降低种植经济损失,控制苗木生长

质量,需要及时采用容器苗技术。在干旱

地区常见的容器苗技术品种为油松、樟

子松、侧柏等,通过容器苗技术改善抗旱

造林情况,实施技术改革,提高树苗成活

率。栽植树苗时为保障不破坏土地,需要

在除去容器底过程中确保其他位置不动,

保障根系的完整性,大大提升苗木成活

率。控制树苗入穴深度,保墒压土,用细

土覆盖坑口。通常情况下,容器苗种植裸

根苗成活率远高于普通树木成活率,有

实践数据证明采用容器技术种植成活率

明显提升,利用容器可保证根系的完整

性,有效缩减种植时的缓苗耗时,促进苗

木更早进入良好的生长状态,提高苗木

成活率、促进其生长。 

2.4采用覆膜造林技术 

林业种植需要充分覆膜技术,提高

抗旱造林技术的有效率,增加林木成活

率,采用覆膜提高林木的生长质量,有效

减低林木枯死率。应用覆膜技术处理后

的土地,土壤湿度有所改善,可控制根系

蒸发率,并有助于提升苗木生长发育的

温度。利用覆膜技术,将苗木控制在相对

高温、条件相对稳定的区域内,利用此方

式大大提高林木种植成活率,保障林木

种植质量。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需要结

合实际种植情况,由外向内预留一道缝

隙,将树苗种植在已处理完备的浅锅底

型树坑中,控制穴洞边缘始终不高于地

面,保障覆土厚度为6cm左右,保障土壤

无透气,确定土壤空隙。控制栽植浇水率,

提高其成活率。 

2.5贮存水资源 

实施开展林业工程抗旱造林技术时,

需要重点解决水资源问题,通常情况下,

常见的水资源供给方式有两种：一是对

水资源应用保水剂,利用新型高分子树

脂材料,在保证原有状态的情况下,促进

水资源的充分吸收,当水资源呈现饱和

时,可在土地中利用水资源,保障短时间

内苗木水分充足,满足其生长所必需的

水资源。二是水资源供给方式为应用覆

膜技术,通过对苗木覆膜,有效控制并减

少水分蒸发率,保障土地水分减少流失,

最大限度地保证苗木生长所需水资源,

控制幼苗时期的蓄水量,为苗木生长提

供水分保障。 

2.6造林密度与林分结构 

为充分建立林木可抗旱的空间,促

使抗旱林形成良好的生长结构,需要根

据林木具体生长情况,选择最佳的种植

密度,为苗木生长发育提供充分的营养

吸收空间。例如：干旱地区需要根据土

壤缺水情况适宜选择稀植方式。同时也

可根据土壤含水量适当采用混交林进行

种植,常见的混交林类为针阔混交、乔灌

混交等,同时要结合种植的具体情况选

择适宜苗木株距、调节行距,促进并增加

林木吸收土壤营养物质,保证林木光照

充足。 

3 结语 

林业工程建设利国利民,为进一步

提高建设水平,有效分析林业抗旱技术

是必要的,相关研究人员要不断提高专

业水平,积极引入更加完善的技术措施,

确保林业工程建设长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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