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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准抚育营造林是助推林业发展的一大举措,如何提升精准抚育水平,成为专职人员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针对林业营

造林精准抚育的基本原则、现状与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专职人员要推行问题驱动原则、因地制宜原则、追加综合效益原则,在

此前提下精准造林、紧抓要点、技术支持、培养人才,以落实精准抚育目标,助力林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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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抚育主要指的是培育森林进程中,以提高幼林

成活率、助力林木生长、提高林业生产率的系列有效行

动的统称,排水、施肥、间作、松土、修枝等均为森林

抚育常见工作.在营造林抚育过程中,精准抚育有着控

制成本、提高效率、减少劳动量、充分使用林地资源等

价值.有些专职人员存在精准造林水平较低、未能抓住

抚育要点、技术有待创新等问题,这会降低抚育的精准性.

基于此,为了助推林业健康发展,探析林业营造林精准

抚育的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1 林业营造林精准抚育的基本原则

1.1 问题驱动原则

精准抚育并无统一标准,主要源于不同林地抚育需

求存在差异,有些林地需以防控虫害为导向加以抚育,

抚育方法以剪除染病枝丫为主;有些林地肥力较弱,需

通过翻耕施肥的方式提升地力,改善土壤性质,满足营

造林生长需求.基于此,负责精准抚育的工作人员要了

解营造林存在的具体问题,并剖析问题成因,在问题

驱动下,找到精准抚育发力点,压缩培育周期,优化林

木生长环境.锚定问题加强抚育的关键是了解营造林实

况,这就需要专职人员深入林地,现场巡查,收集最新

资料,获得一手数据,对营造林有客观、全面、精确的

评价,进而发现问题,制定精准抚育行动方案.因为在

营造林抚育期间会出现不同的问题,所以巡查要有经常

性,精准抚育方案要有弹性,确保该方案与营造林精准

抚育需求相匹配,从而达到不断提高精准抚育质量的

目的.

1.2 因地制宜原则

林木生长状态与自然环境关系紧密,只有林木栽植

因地制宜,才能推动林业科学的发展,抚育作为林业科

学发展举措之一,亦需因地制宜,根据营造林生长环境、

生长需求采取措施,达成精准抚育的目标.以皖西大别

山区的营造林为例,抚育重点是立足实际,根据林木成

长阶段采取行动.例如,针阔混交中龄林以生态疏伐、

卫生伐等举措为主,在遭遇恶劣天气之后,林木可能会

因冰冻而无法正常生长,这就需要采取卫生伐手段尽快

清除无法恢复生长的林木,保障林间郁闭度适宜,同时

建成顶级群落.再如,在营造林抚育时可使用除伐技术,

砍伐有待被清除的植物,酌情砍伐同一林层内与林木存

在竞争关系的辅助植物,伐除主林层中与林木有竞争关

系且胸径超 20 cm的先锋种老龄树木,还需伐除有碍幼
苗正常生长的灌木,不可出现大林窗,因抚育而出现的

林隙通常小于 36 m2.在抚育营造林时,只有了解当地实

际情况,才能保障抚育行为有精准性.基于此,专职人

员需关注林业发展客观环境,了解造林现状与目的,进作者简介:张勇(1981—),女,研究方向:营造林抚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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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确保精准抚育计划有落地性与合理性 [1].

1.3 追加综合效益原则

首先,追加经济效益.精准抚育做法本身需要投入

一定的成本,以人力成本为主,这就需要相关部门根据

抚育要求圈定作业范围,合理选用劳动强度低、效率高

的抚育手段,达到减少人力成本的目的.因为精准抚育

可提高营造林综合质量,所以能追加林木所创造的经济

效益.其次,追加生态效益.营造林有固土防沙、涵养

水源、净化空气、减小噪声等生态价值.因此,在精准

抚育时相关部门需关注营造林的生态功能,在此前提下,

恰当选用抚育技术,同时增强抚育的精准性与生态性.

在精准抚育营造林时,需从追加生态效益角度出发优化

生态系统,加强整体布局,将河滩生态抚育、灌丛生态

抚育、林地生态抚育等方面视为着力点,进而凸显营造

林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最后,追加社会效益.当前,

很多地区营造林精准抚育有着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积极

意义.以安徽霍山为例,为了使贫困户能增加收入,但

家庙、下符桥、衡山等乡镇以森林抚育为契机,推行就

业扶贫计划.精准抚育活动包括补植补造、除草、割灌、

修枝、施肥等,抚育工作成果经验收合格,就可以获得

资金补贴,并付给劳动者报酬,达到精准抚育营造林带

动就业的目的.

2 林业营造林精准抚育的现状

在林业集约化、可持续、生态性发展的大背景下,

粗放抚育技术逐渐退出了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精准抚育

手段,相关手段起效的前提是专职人员践行精细化抚育

思想,保障抚育工作能向着严、全、准、精的方向发展,

剔除无用抚育环节,优化抚育工程,提高抚育效率.

虽然林业营造林精准抚育是大势所趋,但有些专职人

员在精准抚育时存在以下几点问题,导致不能提高精

准抚育的质量:第一,精准造林水平较低,未能给精准

抚育铺平道路;第二,精准抚育要点模糊不清,降低了

抚育效率;第三,营造林精准抚育技术手段有待创新;

第四,有些专职人员因培训低效、奖惩力度较弱等原

因,出现了专业水平不高、工作热情不够、新技术新手

段投入不足等情况,有碍营造林精准抚育活动优化与

变革 [2].

3 林业营造林精准抚育的路径

3.1 精准造林,为精准抚育奠定基础

精准造林是精准抚育的先决条件,实践证明,精准

造林可严控精准抚育成本,实现精准抚育提效增质目标.

精准造林主要目标是提高绿化质量及森林质量,加强退

化林修复以及森林抚育,改善森林结构,提高营造林碳

汇能力.虽然各地依据自然条件发展林业,林业建设成

效显著,但结构不科学、林分退化、生态景观单调,部

分地区因林种单一,造成森林病虫害频发.基于此,各

地要在“十四五”规划的统领下,以生态景观建设、资

源高效培育、绿化美化、退耕还林等重点项目为发力点,

做好顶层设计,汇聚技术力量,解决现实问题.此外,

要遵循适地适树原则,尽量选择乡土树种大力营造混

交林,推广大径级、多树种、高效能且符合林业自然发

展规律的异龄复层混交林,达到造林结构优化、资源增

量、景观增色、生态化发展、林农并重的目的.各地精

准造林主要内容不尽相同,需在大方向一致的条件下

实事求是,建设特色工程、重点工程,要依托国家储备

林项目、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中央财政油茶产业发

展示范奖补项目等林业重点工程项目,落实精准造林

目标.

3.2 紧抓要点,提高精准抚育有效性

在精准造林的前提下,各地需抓住要点并提高营造

林精准抚育的有效性.第一,整地.营造林需土层深厚、

地势开阔、土壤类型多样,为了避免土地因素影响精准

抚育的效果,需根据营造林工程建设要求科学选地、合

理整地,使林木能正常生长发育.造林前,工作人员要

做好异物清理工作,彻底清除灌木、杂草、大块石头等

杂物,地块清理完毕后要做好整地(见图 1)工作.相关
工作大体可分为局部整地、全面整地两类,根据实际情

况选定整地技术,如带状整地、块状整地等,确保土壤

含氧量高且肥力较强,同时具有蓄水、保肥等能力,为

营造林健康生长给予支持,这可降低精准抚育的难度与

成本.第二,容器苗造林.因为各地自然环境不尽相同,

加之外部环境会影响幼苗生长,所以可推行容器苗造林.

经验表明,在容器内栽植的幼苗有着较高的存活率,根

系完整,一般无须缓苗,生命力旺盛.移栽后,需根据

幼苗的生长状态采取精准抚育措施,如除草、松土、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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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等.第三,差异化管理.为了充分使用林地资源,很

多地区选种多类植物,可为营造林更好地追加经济效益

给予支持.基于此,专职人员需树立差异化管理意识,

结合营造林实况规划设计精准抚育管理计划,以提高成

活率为目标,以区域性、特色化、针对性管理为驱动力,

确保抚育方式与林地实况一致.例如,针对洼地、缓岗

等地貌单一区域,要留意地势条件并推行全面抚育、局

部抚育相结合的技术方案,在管理时依据地形地貌调控

林木密度,客观清除幼苗,以免幼苗因互相抢夺养分而

无法提高营造林的综合质量.第四,综合性抚育.很多

地区的营造林工程属性有着综合性,社会、经济、生态

等效益兼具,这就需要采取综合性抚育手段,解决精准

抚育范围窄、力度小等问题.以位于边界处、河道旁、

高铁附近、城建区、公园等区域的营造林为例,要采用

补植、移植、轮伐、间伐等抚育手段,实现精准改造绿

化工程、景观工程及其他工程的目标.在实施综合性抚

育举措时,还要留意不同区域内营林养绿工程之间的关

系,依托互联互通基本思路,助力区域性营造林生态化

抚育、一体化发展,形成稳定的营造林网络系统,助力

工程优势互补.在此前提下,有效运用修剪、病虫害防治、

整形、嫁接、防寒、保洁、除草、排涝、抗旱、除蘖等

抚育技术,进而灵活调整林分结构,可凸显综合性抚育

举措的价值 [3].

3.3 技术支持,助推精准抚育活动良性发展

林业营造林精准抚育工作在新时代向着智慧化的方

向变革,使专职人员能免受经验约束,用更加宏观、客

观的眼光审视精准抚育计划、目的、过程及效果,为其

作出更加正确的抚育决定给予支持.例如,各地区可运

用大数据技术,存储营造林精准抚育所需数据,如郁闭

度、成活率、土壤成分、工程建设方案、区域自然环境

等,在占有多类资料的前提下,对精准抚育趋势、要求、

图1 营造林整地图例

块状整地:穴状、块状、鱼鳞状

整地模式

全面整地 局部整地

带状整地:水平阶、水平沟、反坡梯田、撩壕

一般规律、重难点等方面加以评估,预见抚育风险,提

出精准抚育建议,进而使营造林精准抚育得以事半功倍.

再如,专职人员可在林业发展领域使用无人机遥感技术,

用无人机替代人力完成日常巡查任务,同时巡查所得影

像会直接传至数字系统内,构建三维模型,对营造林现

状进行评价,亦可圈定异常区域,如可能有大量虫害的

区域、缺水区域、透光度较低的区域、长势较缓的区域

等,这可为专职人员精准抚育给予支持,缩短抚育周期,

提高营造林管理效率.当前,5G通信、AI等数字技术正
持续引入精准抚育范畴,支持软件更新,细化功能模块,

继而提升数字化精准抚育水平.

3.4 培养人才,组建优质营造林精准抚育队伍

营造林精准抚育有着一定的技术要求,以综合抚育

技术为例,需专职人员做好补植工作,若林木每公顷少

于 1 000株且胸径超过 1 cm,那么在稀疏区域要尽快补植,
还要根据林分情况合理采取释放伐、除伐等技术.除了

要掌握专业技术以外,专职人员还要了解各地区林业宏

观规划与科学发展战略,能够用数字技术解决精准抚育

难题,还要具备责任感、创新精神、协作能力等素养.

基于此,相关部门要大力培养人才,开展培训工作,助

其了解新规划、新技术、新理论.同时,还要改进人才

管理方案,从疏通晋升渠道、加大惩处力度、注重多元

激励等角度出发,鞭策专职人员学习奋进,能够按规办事,

敢于创新争先,亦可尽职尽责,进而建成优质营造林精

准抚育队伍,更好地达成精准抚育目标.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林业营造林精准抚育具有获取更高综合

效益的积极意义,这就需要各地区重视精准抚育,践行

精细化抚育思想,制定良好的精准造林方案,根据造林

实况选用抚育手段,如除草、修枝整形、施肥等,确保

抚育举措具有针对性、实时性.各地区还需重视技术赋能,

推行“数字化 +精准抚育”模式,引导专职人员成为敢
创新、懂技术、有责任感的人才,继而助推营造林精准

抚育活动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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