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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地区造林技术探讨
赵志坡

(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团林林场，河北秦皇岛066100)

摘要：近年来，随着沙尘暴的频繁发生，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植树造林作为改善生态环境，
保持水土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干旱地区的植树造林工程，具有更大的意义，它能有效的

阻止沙漠化、荒漠化的持续扩大，防止水土流失。但是，干旱地区的造林现状不容乐观，究其原因是造林技术的落

后，我们应不断改进旧有技术，引进新的造林技术，提高造林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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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国的国土面积大约有960万平方公里，而据专家的最新

分析统计，我国干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随着水土
流失的加重，干旱区的面积还在不断增加，且干旱地区由于水
资源的缺乏，植物不能正常生长，导致荒漠化现象日益严重。
干旱问题是世界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改进现有的造林
技术，分析干旱地区的土壤条件，研发新型的灌溉技术，挑选
适合干旱地区生长的植被种类。然而，在进行这些探究之前，
必须先充分了解干旱地区造林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二、干旱地区造林技术的现状和造林存在的问题
(一)造林技术现状
干旱地区因过度放牧等原因造成草场退化和荒漠化。且由

于水资源缺乏，植树造林工程进展缓慢，水土流失现象加重，
荒漠化现象日趋严重。在天灾人祸的共同影响下，干旱地区沙
漠化程度加深，植树造林难度加大，干旱地区的造林陷入了恶
性循环的怪圈。这种环境和气候的影响，使得造林技术的实施
和发展的进程缓慢。为了提高干旱地区的造林面积和造林成活
率，改进造林技术势在必行。然而，现今的造林工作还存在一
些问题，主要包括：政府规划不当、地方对造林政绩的盲目追
求、林场管理的松懈以及承包户的技术忽视。

(--)造林存在的问题
第一，国家制定的种树规划不完善。国家为了大力推进环

境建设，大面积的植树造林，对一年一地要栽种多少树木，给
予政策规定，各地须按规定完成造林任务。然而，各地情况不
同，用统一的标准来进行要求是不合理不科学的，这会造成各
地区为了应付国家造林指标而盲目造林，致使林木的成活率较
低，造成林木浪费现象频发。

第二，地方为了政绩而盲目种树。植树造林是国家提出的
防止水土流失的重要政策，也是各地政府部门工作的重点。有
些地方政府为了取得政绩，急功近利，在国家给的造林指标上
继续增加，以命令的形式，强迫造林。而且只重数量不重质量，
造林之后，对林场的维护不重视，导致树苗成活率不高。

第三，林场的管理不到位。管理上的缺失，导致一些人为
了个人私利，在造林时使用劣质苗木，这是造林成活率低的一
个很重要原因。造林的苗木是由国家投资的，某些人为了个人
私利，中饱私囊，以劣充好，这都是林场管理的缺失造成的。
应加强林场的监督，苗木调拨时要严格按照国家程序，按规定
招标，防止劣质苗木的掺入。

第四，造林技术指导和培训的不到位。干旱地区造林与其
它地区不同，受到气候、土壤条件的限制，它的造林有一定的
技术难度。造林人员应在接受了较好的技术培训后上岗，严格
造林的程序，按要求造林，这是提高造林成活率的关键。然而，
现今很多地区的造林人员并没有接受较好的技术指导就直接
上岗，这既影响了造林的质量，也限制了造林的速度。目前，
很多地区的造林工程是拍卖到户的，个体户因私利而忽视造林
技术的培训过程，片面强调造林数量，轻视造林质量。因此，
国家要加强造林的监督工作，进一步推广造林的技米，在承包
合同中明确造林成活率的重要性，从政策上保障造林成活率。

三、干旱地区造林技术应注意的问题
(一)树种耐旱化选择

植物的生长离不开水，而干旱地区水资源较为缺乏，要保
证植物的生长十分困难。因此，干旱地区的植树造林要选择耐
旱、耐寒的树种，应该以本地树种为主，外来树种亦可，但需
经过严格的科学培育。在树种的选择上除了要选择耐寒、耐旱
的植物外，还得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土壤条件、气候条件等，采
取因地制宜的方法选取树种。要了解树种的生长规律和生物特
性，且干旱地区面积很广，各地的气候、土壤条件不同，在选
择树种时也应充分考虑。例如在坡耕地且立地的条件较好，就
可以选择苹果、杏、核桃等经济树种。当然干旱地区的造林大
多是用于绿化城镇，这时应该选取一些风景树木，这些树最好
“树高不超过4m，直径应达到lOcm以上”①，这样的树木立

地条件较好。
(二)做好抗旱工作

干旱地区造林的最大难题就是水资源的缺乏，这就要求在

抗旱方面不断改进、创新，研究出多样化的抗旱蓄水方式。首
先，精确计算出灌溉的面积和整地的规模，进行深整地，这样
可以提高土壤的储水能力，当然种植不同的植被，整地的深度
不同，“用材林与防护林适宜的整地深度为40---60cm，经济林
的整地深度宜为80～lOOcm”圆。其次，采取浇定根水的灌溉
方法，当土壤的含水量小于百分之50时，就要浇定根水，每
穴的浇水量大致为2．5千克，然后再根据树苗的大小和土壤的
湿度进行浇水。第三，可以在栽好树苗后，在树坑内盖上一层
地膜，这层地膜既能起到保温的作用又不影响蓄水工作，覆盖
上地膜之后造林的成活率会比未铺地膜高出百分之十到百分
之十八。

(三)造林后及时维护
造林之后的及时维护是保证树苗成活率的关键。首先，

在树苗栽种之后要立即去除幼苗周围的杂草，保证树苗得
到充足的水分和养分。其次，要及时做好病虫害的防护工
作，及时施肥、打农药，增加树苗抵抗恶劣环境的能力，
保证其正常生长。第三，根据树苗种植的时间，做好树苗
的防寒蓄水工作，例如春天栽下的树苗，可以用地膜来包
裹树干，秋天栽下的树苗可以对其进行截干覆土。重视造
林后的抚育工作才能有效提高造林成活率，而造林抚育的
时间一般为造林后的头两年，每年大约二到三次，之后可
以减少为每年一次。政府部门要严格把好造林抚育关，加
强造林维护与管理，提升造林质量。

四、结束语
植树造林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是国家环境政策的重

要一项。干旱地区的造林工作，受到自身地理因素的限制，难
度较大。因此，对造林技术的改进是十分必要的，可以从造林
的选种、抗旱、维护等方面出发全面提高造林技术。通过造林
技术的良好实行，提升造林质量，有效防止干旱地区的水土流
失，改善了当地的环境水平，而经济林地的种植也为当地带来
了经济收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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