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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被广泛运用到各个领域,林业的发展也需要科技的支持。本文就是从林业育苗栽培的各个环节进行论

述,希望能够帮助读者了解先进林业技术理念,促进林业蓬勃发展。 

[关键词] 现代林业；育苗；栽培；技术 

 

随着社会经济建设对林业资源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的

不断提升,都迫切的需要林业运用科学技术手段,面对挑战

提高林业产业水平,从基础苗木培育基础力量开始,提高林

业产出质量,满足产出需求。 

1 概括 

现代林业技术的广泛运用,现代林业育苗的方式和方法

已经与科学的经营管理和先进的育苗设施息息相关,逐渐向

高效、省力、产业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我国早已推广了利用塑料薄膜设置保护设施进行育苗

的方式,目前采用更加便于管理的电热温床,达到不同季节、

不同气候特性的育苗要求,控制培育不同阶段的苗圃,脱离

了自然环境的限制,实现多样化育苗方式。营养钵、营养块

等容器的运用,提高了育苗质量,缩短了育苗时间,使育苗不

在受空间和地域环境的影响,只需对育苗所需的培养土按照

苗木各个阶段的需求配置合理的成分,更适应现代化、自动

化的先进管理模式的应用。 

目前可以在室内集中高密度、工厂机械化完成育苗过程,

准确的把控温度、湿度、营养元素等,使其不受季节和自然

条件的限制,有效的控制了育苗过程中各个因素的影响。自

动化、精密化、机械化流水作业,使苗木的培育过程一直处

于最佳环境,达到短时间内高效率培育出大量优质苗圃,适

应市场需求。 

2 育苗栽培技术 

2.1 苗圃的选择 

苗圃所在地需要有充足的无污染的水源提供灌溉,还需

要考虑交通便利的地区方便树苗的运输,地势趋于平坦,地

下水位不得超过 1.5 米,土壤呈弱酸性,同时要保证土壤有

良好的排水性能。需要对所选提取进行规划已达到充分利用

的目的,对于条件不符的地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人工

改造。根据育苗的阶段和苗木的育苗特性,进行合理的播种

区、移植区、果苗区等生产作业区域划分,有条件的还可以

划分出专门的试验区,以提高苗木的成活率,对苗圃进行科

学管理。 

2.2 苗圃的处理 

苗圃土壤的PH值一般控制在5.5-7.5之间,其数值影响

到树木的生长,如果是碱性土壤则会造成林木缺水的现象发

生。要对土壤进行精确测量,才能确定有效的处理方法进行

改良。要将苗圃中的石块、杂草、杂质清除,平整土地,对土

地进行基础消毒。需要对土壤中营养物质的含量和种类进行

检测,贫瘠的土地需要适当的施加有机肥料,如果土壤偏沙

化,还需混入黏性土壤进行改良,已达到育苗所需养分含量。 

2.3 种子培育技术 

种子栽培是对种子进行有效催芽,常用的有水浸催芽技

术和温床催芽技术两种。水浸催芽又分温水和热水催芽两种

技术。将种子浸泡在温水中,温度控制在 40～45℃之间,保

持 8个小时左右。之后放置在木箱中,需用草席覆盖,注意将

温度保持在 20℃左右,湿度保持在 60℃左右,还需要对种子

进行清洗和温水的更换,种子将会在 1 周后发芽。热水催芽

的不同是将种子浸泡在水温在80～90℃热水中,需要捞出漂

浮在表面的种子,还需对未膨胀的种子进行筛选,反复进行

上述过程,知道种子都充分膨胀在装入木箱中用草席覆盖。

始终保持温暖的温度,2～3 天后通过自然阴干,种子就能进

行播种了。 

温床催芽技术则是需要选择 1～2 米宽度,30 厘米深度

的长方形窖,大小要根据播种量而定。用砖铺底层,砖上需要

铺一层草席,四周需要围木板和薄膜,用钉子固定,窖的采光

要好。种子放在薄膜上面,晚上需要用草席覆盖,早上将草席

除去,每天翻动 1～2 次,大部分种子发芽就可以停止催芽进

行播种。 

2.4 育苗播种技术 

人工播种技术、机械播种技术、播种床覆盖技术是目前

常用的育苗播种技术。于中小型苗圃适用人工播种技术,播

种距离需要提前确认好,使用开沟器进行播种。针对小颗粒

种子可将沙子适量掺入其中。机器播种则是利用播种机进行

全自动控制播种,减少了人力的投入,只需将机械调试到合

适的状态即可。播种床覆盖技术能够有效的调节地表温度,

根据种子颗粒大小合理控制覆土厚度,从而保障苗木的生长

环境,提高苗木的质量和产量。 

常规育苗方式成本低、技术相对简单,但也有其周期长、

劳动成本高、苗木质量难以保证等不利因素。所以育苗方式

向着工厂化、容器化方向发展,多在温室中进行,能够准确

的把控苗木各个阶段的调控因素,使其育苗周期得到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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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2015 年基于天气分型和动态误差对乡镇气温的预报方法在龙城区气象台应用以来,气温预报准确率有一定提升,

尤其是对季节转换期间最低气温预报准确率效果明显,预报准确率连续两年在朝阳市排名第一。2017 年,该方法嵌入至网页平

台在朝阳地区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的使用效果。 

[关键词] 乡镇预报；季节转换；推广应用 

 

引言 

乡镇温度预报作为县级气象部门对社会公众服务的重

点,对人民群众出行以及合理安排农事活动等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目前国内已有很多专家开展对乡镇最低、最高气温预报

方法研究。张继赢[1]等利用高分辨率的中尺度数值预报结果

和统计方法(如输出统计方法、神经网络方法)来制作乡镇的

温度预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邱学兴等[2]利用一整年的县

站温度预报和乡镇自动站温度观测资料来制作乡镇的最低、

最高气温预报,并将乡镇的温度预报准确率与县站最高、最

低气温预报准确率进行对比分析。参考国内大部分研究成果

发现,统计学方法在研究乡镇温度预报方面有很强的实用

性。 

1 预报方法 

将天气现象分为两类：晴天模式、非晴天模式。晴天模

式下使用 3 天平均误差订正方法对乡镇温度进行订正,得出

预报温度；非晴天模式下根据相同季节下相似天气现象(包

括阴天和降水天气状况)的平均误差订正方法对乡镇温度进

行订正,得出预报温度[3]。 

采用 B/S 架构的 Python 语言进行程序编写相关网页,

通过编写相应语句、命令实现在两类天气模式下对各乡镇温

度动态误差的计算,最终在市局指导预报的基础上叠加动态

订正误差,得出各乡镇最终的预报温度。2017 年,该平台在

朝阳地区推广使用。 

2 效果分析 

龙城区气象台自 2014 年开始研究提高本地区乡镇温度

预报准确率的方法,通过分析总结的“各乡镇同主站 3-5 天

平均误差订正方法”在投入业务使用后,龙城区 14 年的乡镇

温度预报质量不仅达到省局考核标准,而且高温、低温预报

质量较 13 年均提高 5%以上。 

 

提高了苗木的质量。 

容器能够有效保护树苗根部,有效的提高树苗成活率。

目前容器育苗技术已经采用易分解材料,树根在移植后,能

够穿透容器直接向深层土壤生长,使得容器可以直接移植无

需回收。而且容器育苗技术可以根据育苗的发展情况任意调

整口径的大小和高度,在降解过程中提供树苗生长的有机肥

料,提高了成林效果。 

2.5 育苗栽培管理 

育苗过程中苗木是否能够吸收充足的水分直接关系到

苗木是否能够正常出土,需要及时都苗圃进行除草作业,特

别是比较弱的幼苗更应该及时除草,避免幼苗无法吸收足够

的水分和养料。如果在成苗 30 天后,幼苗还是无法正常生长,

则是要将其移除,以确保壮苗的生长环境,同时要对剩余的

苗木进行第一次沟施法追肥,后每隔 10～15 天进行,后期根

据实际生长情况在苗木生长初期与速生期的前半时期再次

施肥,以施磷、钾肥为主。在准备苗木出圃前,需要对土壤浇

灌彻底,避免根系的损伤,时间必须赶在土壤冰封之前。同时

注意温度和湿度的控制,避免出现根系腐烂或者缺水的情况

发生,在包装运输过程中,一定要关注苗木的湿度,及时进行

补浇,才能确保苗木不受影响,确保移苗后的成林效果。 

3 结语 

林业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是我国林业发展的方向,只

有将科学技术有效的运用,才能提高我国现代林业育苗栽培

技术,保障育苗生存质量,对育苗管理进行规范和合理优化。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林业技术人员不断的学习、实践、创新现

有林业技术,才能最大程度的对林业育苗技术进行改良,确

保林业育苗工作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厚堃,郭巧玲.探索现代林业育苗栽培管理技术[J].

农业与技术,2018,38(13):112-113. 

[2]孙黎黎.现代林业育苗栽培管理技术研究[J].种子科

技,2018,36(05):77+79. 

[3]李雪晶.现代林业育苗栽培管理技术的探究[J].黑龙

江科技信息,2017(11):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