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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林科院组织有关专家针对疫情影响提出的若干 

主要树种造林技术措施建议 

 

一、疫情对速生用材林培育经营影响及应对技术措施建议 

1.杉木 

疫情影响：杉木通常宜在冬末春初新芽未萌动前造林，受疫

情影响栽植时间被迫延后，影响杉木的培育和经营工作。 

应对技术措施：（1）实行大规格穴状整地，提倡容器苗造林。

大规格穴状整地可以缩短工期，减少土壤干扰，避免雨季造成的

养分流失，保障造林成活率；容器苗造林可以缩短缓苗时间，同

时保证了苗木成活率。（2）尽早尽快栽植，控制造林密度。建议

在 3 月底完成栽植，并在栽植穴施用基肥，保证苗木早期生长；

栽植密度 167~296 株，可提高单位面积保存率，同时降低抚育成

本。（3）注意除萌补植，做好幼林抚育管理。造林后及时切除萌

条，培厚土压萌，同时注意成活情况，及时补植；做好除杂草、

追肥等幼苗抚育工作。（4）提倡机械化作业，减低人员密集度，

提高作业安全度与效率，同时省时、省力。 

2.杨树 

疫情影响：春季是杨树苗木繁育和生产的最佳时间，受到疫

情影响，交通运输、劳动力等受到限制，导致杨树错过最佳扦插

和抚育时间。 

应对技术措施：（1）尽快尽早制作插穗，提倡错时抚育。插

穗要用黑色、可通气的覆膜保水贮藏，减小修枝强度，也可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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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育时间。（2）提倡机械化作用，保证造林时效。利用机械快速

起苗，假植于阴凉处，疫情缓解后可采用扦插、截干等方式保证

造林时效。 

3.落叶松 

疫情影响：落叶松采穗嫁接和造林时间一般在春季，受到疫

情影响，良种种质资源采穗、苗木调拨等工作受到限制。 

应对技术措施：（1）尽早采穗，做好育苗准备工作。建议在

落叶松树液流动前完成采穗工作，在生长季开始前完成育苗准备

工作。（2）提倡容器苗造林。落叶松采用容器苗造林可推迟到雨

季进行，如果不能容器苗造林，建议大田裸根育苗。 

4.马尾松 

疫情影响：马尾松适宜的造林时间一般为 1~3 月，由于疫情

的发生，马尾松的造林时间要推迟至 3~4 月。 

应对技术措施：（1）选用容器苗造林，推迟苗木萌动发芽时

间。利用容器苗造林时，使用遮阳物覆盖延迟马尾松容器苗发芽

和抽梢时间，并延后施肥时间。（2）做好马尾松授粉、病虫害防

治工作。建议加强马尾松雌雄球花观测，及时开展马尾松花粉采

集、雌球花套袋和杂交授粉工作；可采用无人机进行病虫害的防

治，也可利用无人机来实现马尾松种子园的人工辅助授粉。 

5.桉树 

疫情影响：由于疫情的发生，桉树的造林时间可能要推迟到

5~6 月份开始进行。同时 3 月份是桉树病虫害高发期，疫情影响

防治工作。 

应对技术措施：（1）减缓苗木的出圃时间。当气温不断升高，

不揭开荫棚或用稻草等覆盖以延迟桉树组培苗生长，同时注意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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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贮藏。（2）提前防治病虫害。可利用无人机进行农药喷洒，推

迟造林的建议进行多次抚育。 

二、疫情对经济林培育和经营的影响及应对技术措施建议 

1.油茶 

疫情影响：受到疫情的影响，油茶播种催芽时间需推迟到 3

月中下旬以后才能进行，造林计划被迫推迟。 

应对技术措施：（1）加快油茶种子播种催芽。油茶种子催芽

要 50天以上，建议采用大棚内加小拱棚的2层塑料薄膜加温催芽，

如果遇到倒春寒，可在大棚内设置加温设备，保证油茶芽苗在 5

月上旬可生长到符合嫁接的要求。（2）采用油茶容器苗造林。尽

早使用容器苗造林，不用裸根苗造林，加快造林速度，保证成活

率。（3）加强油茶林施肥培土。在春稍萌发前施肥保证油茶春稍

的生长，越早越好，切忌春稍萌发后大量施肥。（4）及时开展整

形修剪促进高产。尽早安排修剪，按照先剪病虫害枝，再剪枯死

枝、下垂枝、重叠枝的先后顺序。 

2.薄壳山核桃 

疫情影响：受到疫情的影响，薄壳山核桃造林时间推迟。 

应对技术措施：（1）采用容器苗种植。在 2 月中下旬及 3 月

初可以选择裸根苗和容器苗种植，但在 3 月中下旬宜选择容器苗；

造林时间宜早不宜迟，避免气温回升，影响苗木栽植成活率。（2）

尽快开展造林。薄壳山核桃造林宜早不宜迟，在树液流动前、阴

天和雨后造林，保证成活率。 

3.杜仲 

疫情影响：受疫情影响，苗木运输、劳动力和生产受到严重

限制，杜仲造林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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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技术措施：（1）做好播种前种子沙藏等工作，造林宜选

用容器苗和裸根苗。（2）种子、苗木运输采用就近原则，力争就

近调运种子、苗木，减少中间运输环节。（3）做好假植工作。如

果不能开展造林任务导致苗木开始发芽，后期种植时注意对苗木

保护，适当剪去上面萌发的部分枝条，种植后多浇水。 

4.油桐 

疫情影响：油桐大田裸根苗的适宜造林时间为每年的 12 月至

翌年的 3 月，疫情发生后，部分地区油桐的造林时间要推迟至 3~4

月份进行。 

应对技术措施：（1）延迟苗木萌动发芽时间。油桐苗 3 月底

尚未萌芽并抽梢，可用黄泥浆浸透根部，用薄膜包裹保湿，移栽

择降雨后或者浇水造林，避免长距离运输，3 月底前完成造林，可

适当提高造林密度。（2）提倡开展杂交授粉工作。对于花期错开

的品系，尽量采用低温快递花粉的方式开展杂交工作。（3）推迟

施肥时间。对于当年生油桐幼林，栽培时用有机肥作为基肥，可

推迟至 3 月底施肥；对于 2~3 年生幼林，第一次幼抚和施肥也可

推迟 1 个月进行。 

5.无患子 

疫情影响：无患子实生育苗一般在 1~2 月份进行，集中防治

病虫害时间在 1~4 月份。受到疫情影响，劳动力等受到限制，播

种和造林时间将推迟至 3 月中旬以后，病虫害防治工作难度加大。 

应对技术措施：（1）提前预处理种子，保证幼苗生长。提前

对种子进行水选，去除不饱满及有虫害的种子。（2）尽早将接穗

采下保存。建议尽早将接穗采下，分别品系捆扎并做好标记，放

入贮藏坑或置于室内阴凉处，用湿沙埋好，上盖湿稻草或塑料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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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保湿。（3）及时清除受害苗木。建议进行林地清理，清除受病

害影响的苗木，同时挖好栽植穴并回填表土。 

三、疫情对珍贵用材林培育经营的影响及应对技术措施建议 

1.北方珍贵树种 

疫情影响：2~3 月份是我国北方珍贵树种良种储备和繁育的

重要季节，因疫情劳动力、交通运输等受到限制，影响了北方珍

贵树种的造林工作。 

应对技术措施：（1）适当推迟繁育时间，做好良种繁育。对

于已完成良种接穗收集的，可以沙藏接穗，也可置入冷库冷藏，

延长储存时间，推迟嫁接时间至 3 月底到 4 月中旬；未完成良种

接穗收集的，做好 6 月的夏芽嫁接计划。（2）推迟造林，并加强

抚育。建议将栽培造林推迟到 3 月底至 4 月上旬进行，对于两根

一干或三根两干的苗木，可在造林后平茬管理，提高造林成活率，

4 月份开展大苗移栽。 

2.南方珍贵树种 

疫情影响：我国南方地区珍贵树种，如降香黄檀、柚木、红

锥等多在 3~4 月份开始大面积造林，受到疫情的影响，造林时间

预计推迟 1 个月以上，错过最佳造林时间。 

应对技术措施：（1）采用容器苗造林，优化繁育措施。开展

容器苗造林，在苗圃集中炼苗，加强水肥管理，尽早进行修枝剪

叶，尽快进行种苗移栽。（2）利用无人机进行病虫害防治。在病

虫害高发期，利用无人机高空喷洒农药，减少人员聚集。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中国林科院将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

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绝不松懈。在筑牢防控疫情的基础上，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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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中国林科院在林草科技行业的带头作用，坚定信心、凝心

聚力、协同发力，积极组织技术专家为快速有效恢复生产提供有

效服务，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科技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