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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寒地区育苗现状
高寒地区一般指高海拔、高纬度地区，气温偏低，全年日平均

温度大于或等于 10℃积温 1800 ～ 2000℃，生长季节 100 天左右或
无绝对无霜期。中国高寒地区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蒙新高原、黑
龙江北部以及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高寒地可分成 3 种
类型：（1）高海拔河谷地区和高纬度地带的平原地区。土地较为平坦，
水热条件好，如雅鲁藏布江、黄河上游等流域的河谷地带和黑龙江
北部地区。（2）高原盆地。如藏北高原、柴达木盆地等。（3）高
山山地。这些地区由于低温和生长季节短，加以耕作管理粗放等原
因，一般产量较低。但由于光照充足，太阳辐射量大，日夜温差大
, 气候凉爽干燥 , 特别是有些地区的光照、温度和湿度 3 个因素比较
协调 , 又为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近年来在青藏高原等地区所创造的小麦、大麦等多种作
物的高产纪录，显示了高寒地区农业的增产潜力。苗圃生产也
受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呈现增长趋势。就大通县而言，是个
人多地少的县份，全县苗圃由原来的 109.6 公顷增加到现在的
236.1 公顷 [1]，而且每年都在增加，在现有的 236.1 公顷苗圃中，
脑山地区有 96.4 公顷，占全县苗圃总面积的 41.33%。

2 高寒地区育苗存在的问题
中国高寒地区冬季长而寒冷，春季干旱多风，苗木主要在夏

秋两季生长发育。脑山地区的苗圃因气候高寒和经营管理等原因，
存在着苗木产量低、出圃时间比在水、热条件较好的河谷地带晚
一年、经济效益不好、负债经营的问题。这成了我县育苗发展中
的限制因素，因此我县苗木需求的缺口越来越大。为了改变这种
状况，有两条途径，（1）积极扩大育苗面积；（2）提高壮苗单
产，而在全县耕地日益减少的今天，扩大育苗面积难度是相当大
的，即使扩大了育苗面积，也要提高苗木品质和壮苗单产，因此，
苗圃苗木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我县的造林速度和质量，所以，
经营管理好现有的苗圃，提高苗圃经济效益，是我县林业生产中
急需搞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3 高寒地区育苗应注意的几个技术问题
高寒地区的苗圃除了加强管理外，还需注意以下几个技术问题：

3.1  育苗材料的选择
以耐寒性为首要选择标准。但不同地区的适宜种类又因气候

条件而有差别。在水热条件较好的河谷地带和平原地区可以种植
云杉、桦树、油松、青杨、新疆杨、花灌木等。在高海拔地区可
种值云杉、桦树、青杨等抗寒力强的树种。此外，还应结合考虑
品种抗旱、抗风等特性。

3.2  培肥土壤，加大磷肥比例
由于高寒地区春季多风、干旱、低温，土壤养分分解缓慢，

表层土壤水分蒸发迅速，种子出苗后，除精心管理外，对苗木及
早浇水 , 以加速土壤养分的分解，促使幼苗生长健壮，增强抗旱

能力。同时，要将蓄水保墒作为栽培中的重要环节。为了克服春
旱，可采取临冻灌溉，或在休闲地上筑高垄，使土壤贮存足够水
分 [2]。另外施足低肥，尽量施用羊粪，增加磷肥比例，以改善土
壤的物理性状，提高地温，增加苗木防寒抗性。

3.3  采用高床育苗
脑山地区雨水较多，采用高庆育苗可提高土壤温度，增加土

壤通气性，便于及时排水，干旱时可侧方灌水，保持苗床土壤疏松，
为苗木正常生长提供良好的土壤环境。

3.4  适时早播，合理密植
脑山地区无霜期短，并且常受阴雨低温危害，适时早播，

选用合理密度，充分利用株行通风，光照和营养方面的优势，促
使苗木既要提高产量又要生长健壮。因此扦插苗株行距应选 用
40×60cm 或 25×80cm，播种苗播幅 5 ～ 10cm，行距 10 ～ 15cm。

3.5  采取增温措施，预防霜冻
我县脑山地区每年 5 月下旬到 6 月中旬经常出现降温霜冻天

气，对幼苗危害很大，这些地方采取延期播种的方法有一定的效
果，但对缩短育苗周期，增强苗木抗性是个限制因素，因此在扦
播 ( 播种 ) 后，出苗前，在地表株间行距间撒上小石沙或马粪，也
可利用森林地被物苔鲜等，以增加地温，使插条（种子）早萌发，
早扎根、早出苗，提高苗木抗性，防止苗木冻害发生，为苗木提
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3.6  补种、补苗、增加产量
在扦插时运用一定数量的插条存放在低温潮湿处，播种后重

新处理一定数量的种子以备后用。
播种（扦插）后注意观察，以幼苗芽鞘刚发芽（出地面）隐

约可见时，根据发芽情况，对不发芽（缺苗处）及时进行补插（补
种），精细管理，促使早出苗，对补种后仍缺苗地段进行从稠密
处带移苗补栽，边移边浇水，精心管理，使苗木达到补植密度，
以增加单产。

3.7  解决好水、温矛盾
脑山地区气温低，阴雨天多，适当控制浇水次数，对苗木生

长有一定好处，浇水过多，会降低土壤温度，苗木生长慢，严重
时还会出现“僵苗”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在脑山地区育苗，每年
浇水次数控制在一到两次（视当年气候来定），这样有利于苗木
木质化程度提高，以减少后期霜冻威胁，使苗木安全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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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藏高原的高寒地区，气温低，雨水较多，无霜期短，霜冻、冰雹、低温等自然灾害频繁，危害苗木生长，成了我县

育苗生产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作者通过几年的努力，针对高纬度、高海拔寒冷地区的生态特点，总结出高寒地区育苗应注意

的几个技术问题供广大育苗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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