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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故道农田防护林建设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范了黄河故道农田防护林建设项目设计、营造、管护以及档案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黄河故道范围内的农田防护林的新建、改造、更新等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6000-1999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GB 6001-1985 育苗技术规程

GB 7908-1999 林木种子质量分级

GB/T 15776-2006 造林技术规程

GB/T 1-16453.6-1996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GB/T 18337.3-2001 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

LY/T 1646-2005 森林采伐作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田防护林 Farmland shelterbelt

指为了防治自然灾害，改善农田小气候以及土壤、水文条件，创造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繁育的生态环

境，以保障农业稳产高产，美化人居环境，并能够提供多种效益的复合生态系统。

3.2

林带 Forest belt

指以农田周边或农田中的带状农田防护林。

3.3

林网 Forest network

指由多条林带纵横交错组成的农田防护林网。

3.4

https://fanyi.so.com/?src=onebox
https://fanyi.so.com/?src=onebox


T/JAASS ×-2021

2

主林带 Main forest belt

指防止主害风的林带，一般要求与主害风方向垂直。

3.5

副林带 Accessory forest belt

指防止主害风以外风力的林带。

3.6

林带间距 Forest belt space

指主林带与主林带或副林带与副林带之间的距离。

3.7

林带结构 Forest belt structure

指林带内树木枝叶的密集程度及其分布状况。

3.8

疏透结构 Thin structure

由行数较少、带幅较窄的乔灌木树种组成，上下枝叶均匀、稀疏的林带结构。

3.9

紧密结构 Dense structure

由多行宽林带或由主乔木、亚乔与灌木搭配组成的，上下枝叶均都很紧密的林带。

3.10

通风结构 Ventilation structure

由宽度不太大且不具灌木或灌木较低，而具有明显枝下高的单一乔木树种组成的林带。

3.11

疏透度 Sparse permeability

指以林带林缘垂直面上透光孔隙的投影响面积与该垂直面上林带投影总面积之比。

3.12

林带胁地 Production reduction effect

由于林带树冠遮荫和林木根系与农作物争肥、争水而使得农作物减产的现象。

3.13

自由林网 Irregular network

https://fanyi.so.com/?src=onebox
https://fanyi.so.com/?src=onebox
https://fanyi.so.com/?src=onebox
https://fanyi.so.com/?src=one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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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沿田边、地界和道旁等营造起来的、带向不同、结构相异、网眼过小或有带无网的农田防护林。

4 规划设计

4.1 指导思想

以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为出发点，以调节农田小气候、改善农区生态环境、增强防护抗灾能力

为主要目的，兼顾景观功能和经济效益，实行多林种科学布局，多树种合理配置，带、网、片、点结合，

建成适合苏北黄河故道的农田防护林体系，为现代农业提供生态安全屏障。

4.2 规划原则

4.2.1 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原则

统筹兼顾，合理布局。田、林、路、渠统一规划，旱、涝、风、沙、碱综合治理，建立多功能、多

效益综合性防护林体系。

4.2.2 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原则

综合考虑农作物生态防护、景观绿化和提高经济效益等多种需求，根据灾害特点、立地条件和树（草）

生物学特性，实施农田防护林的空间布局和立体配置，有针对性地建立高效农田防护林。

4.2.3 一林多用，节约用地原则

平原农田防护林的建设要与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通过优化配置，兼顾防护、美化和增

效等功能，达到一林多用、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4.2.4 功能最优，效益最大原则

综合考虑农田防护林的生态、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效益，在满足生态防护、调节气候前提下，

增强景观、文化功能，提高经济效益，以达到整体功能与效益的最大化。

4.3 网格大小

以发挥最大防风效能、保障农作物稳产高产和便于机械耕种为原则。相邻两条主林带的间距应小于

林带有效防护距离，一般为树高的 20~25倍，相距 200~300 m。副林带间距，主要根据害风方向和充分

发挥机耕效用确定，一般为 400~600 m。主副林带构成的网格面积为 100~300 亩，林带占地比率为

5%~l0%。

4.4 林带走向

主林带与主害风方向垂直。当林带设计与现有的路渠等设施结合时，主林带与主害风方向的交角一

般应不小于 60°；副林带与主林带垂直，起防护次要害风的作用。

4.5 林带宽度

林网主要起防风作用，根据沟渠路情况，林带宽度一般为 8~16 m；副林带方向与主林带垂直，林

带宽度为 4~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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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林带结构

农田防护林一般由主要树种、辅助树种或灌木树种组成，疏透结构。

5 树种选择

5.1 选择原则

5.1.1 适地适树原则

以乡土乔木树种为主，适应性强，抗寒、抗旱、抗病虫害，耐水湿，不易风倒、风折。

5.1.2 快速成林原则

干形通直、高大、圆满，生长迅速，枝繁叶茂，能迅速形成农田防护林带。

5.1.3 减少胁地原则

要求树种为窄冠形，尽可能减少树冠遮荫对农作物的影响。

5.1.4 合理配置原则

主林带及大乔木树种应采用深根性树种，副林带及小乔木或灌木可采用浅根性树种，但需要与深根

性树种搭配，以增强林带的防风性能；在冬季起防护作用的林带，要求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混交；阳性

树种与荫性树种混交。

黄河故道土壤粉沙粒含量高，易引起水土流失，要注意林下灌木和草本植物的配置。

5.1.5 注重效益原则

选用树种在满足防风功能同时，应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观赏价值，满足建立高效经济生态型防护

林的需求。

5.2 推荐造林树种

树种详见附录 A。

6 模式配置

6.1 农田防护林体系由农田林网、林带、片林（用材林、经济林等）和零星乔灌木树种组成。

6.2 农田林网由主林带、副林带纵横交错组成。

6.3 农田防护林带的配置要考虑立地条件、灾害特点、防护对象和树种特性等因素， 因地制宜地构建

高效农田生态屏障。

6.4 在内陆地区，可选择生态经济型树种或用材树种营建防护林带，以提高经济效益；在沿海地区，

应以耐盐碱的生态防护型树种为主，突出防护功能。

6.5 对于城镇、村落周边及绿色通道等防护林带，可适当增加景观乔灌木树（草）种，提高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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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根据冠形特征和道路、沟渠状况进行合理配置，做到树冠的宽与窄，枝下高的高与低，叶量的大

与小等相结合，构建结构良好的防护林带。

6.7 落叶树种与常绿树种相结合，尤其在营造窄林带时，提倡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的株间混交模式，

确保林带有效发挥防护作用，且提高景观效果。

6.8 深根性树种与浅根性树种相结合，在增强防护功能的同时，提高土壤空间资源的利用率。

6.9 阴性树种与阳性树种搭配，在营建多行林带时带侧可采用阳性树种，林带中间则采用阴性树种，

以减少树木间的竞争。

7 营造技术

7.1 整地

7.1.1 整地方式

一般采用穴状整地方式，整地规格根据造林树种特性、苗木大小和造林位置等确定。

7.1.2 整地时间

一般须在造林前 2周前完成，以利于改善土壤结构和营养状况，减少病虫危害。

7.1.3 定植穴

造林地全部采用定点挖穴。穴的规格依据苗木规格而定，一般乔木树种不小于 60×60×50 cm，灌木

或小乔木树种不小于 40×40×30 cm。

7.1.4 基肥

黄河故道土壤贫瘠、结构松散，应以有机肥为基肥。乔木树种穴内施腐熟有机肥 5 kg，灌木树种穴

内施腐熟有机肥 2.5 kg。

7.2 密度配置

7.2.1 单行纯林林带株距一般为 2~3 m，杨树等速生树种株距 3 m，针叶树种株距 2 m；主要道路大规

格苗木适当增大到 4~5 m。

7.2.2 单行乔灌混交林带株距一般为 1.5~2.5 m。

7.2.3 多行林带株行距一般为 2 m×2 m~4 m×5 m。

7.3 种植方法

7.3.1 采用“三埋两踩一提苗”的栽植技术，做到根舒、苗正、土实，覆土高度要高出苗木根际 2~4 cm，

四周略高，便于渗水；在盐碱地区，适宜浅栽。

7.3.2 提倡采用容器大苗或带土球苗造林，以提高造林成活率。

7.3.3 提倡就近育苗、就地栽植，起苗后及时种植。长途运输要做好苗木保护，减少失水。

7.3.4 苗木实施产地检疫，严禁使用未经检疫的种子、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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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造林季节：一般落叶树种采用冬季造林，常绿树种春季造林。容器苗造林可以不受季节限制，但

应避免在夏季等高温及干旱季节造林。

7.3.6 常绿树种造林前，通常应进行疏枝疏叶，以减少失水。

7.3.7 采用大规格苗木或在风口部位造林时，应搭支架对苗木进行固定。

7.4 苗木规格

7.4.1 农田防护林造林苗木不宜过小，苗木规格以苗高 2 m以上、地径 3 cm以上为宜；主要道路两侧，

宜采用大苗造林

7.4.2 苗木要保持根系完整，分级造林。辅助树种苗木规格可适当降低。

7.5 抚育管理

7.5.1 林地管理

苗木种植后，必须落实专人负责，发现病虫、火灾和人畜破坏等隐患，须及时处理。

7.5.2 定期检查

暴雨和大风等天气过后，应及时检查、扶正、踏实。

7.5.3 适时补植

秋季补植，补植苗应当采用容器苗或带土球苗，苗木规格应与初植苗一致。

7.5.4 排水浇灌

在雨季来临前要及时疏通排水沟，以防雨季积水；新造林苗木在持续干旱时，需在早晚浇灌。

7.5.5 林木保养

及时松土，除去藤蔓、竞争力强的植物；必要时，在休眠期环施有机肥或复合肥，生长期施追肥。

肥料种类、用量和方法，视立地条件、林分状况和培养目标等而定。

7.5.6 抚育期限

造林后连续抚育 3~5年，每年 1~2次。

7.6 抚育间伐

7.6.1 间伐对象

树冠超出一般林冠层，长势旺盛，树量很少的霸王树；濒于死亡或完全死亡的林木；过密且已产生

相互影响的树木。

7.6.2 间伐时间

当林木分枝交叉树冠重叠时进行第一次间伐。间隔期根据树种特性、林龄、初植密度、立地条件等

确定。第一次间伐时间一般为阔叶林带 10年左右，针叶林带在 15~20年。

7.6.3 间伐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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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化林分结构、增强防护作用为目的，一般间伐强度为 25%左右，伐后疏透度应不大于 0.4。

7.6.4 间伐方式

林分郁闭且分化明显时，间伐一般可采用隔行或隔株间伐。

7.6.5 林分修枝

林分枝叶密集，也可适当修枝，以调整疏透度、提高防护效果。

7.7 抚育间伐

7.7.1 间伐对象

树冠超出一般林冠层，长势旺盛，树量很少的霸王树；濒于死亡或完全死亡的林木；过密且已产生

相互影响的树木。

8 更新改造

8.1 更新改造对象

8.1.1 进入自然成熟，生长开始减退，枯梢、病虫害等增加，林冠逐渐稀疏的林带。

8.1.2 造林树种不适应、人畜损伤和造林密度过大等而形成“小老树”的林带。

8.1.3 缺株断带、结构不合理、防护功能弱的林带。

8.2 更新改造方式

8.2.1 全带更新

将原有林带一次性全部伐除，然后在迹地上营建新的林带。适用于原造林树种不适应的林带更新。

8.2.2 隔带更新

采用隔一带伐一带，待新植林带生长成型后，再进行保留林带的更新。适用于成熟林带的更新，能

在更新期间保持适当的防护功能。

8.2.3 带外更新

在林带一侧营造一新的林带，待新林带形成后伐去原有林带。适用于林带防护功能特别重要区域的

林带更新，可完全保留原林带的防护功能。

8.2.4 带内改造

在林带原有树木行间或空隙地上进行带状或块状改造。适用于缺乏高大乔木树种和结构不合理的林

带。

8.3 改造措施

8.3.1 由于树种选择不当而造成的“小老树”林带，应采用树种更新的方法改造。

8.3.2 因水土流失、土壤贫瘠导致的残次林带，采取增施有机肥的改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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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因造林密度过大而形成的“小老树”林带，可通过抚育间伐加以改造。

8.3.4 对于有带无网的农田防护林，应补造新林带，以健全防护体系。

8.3.5 保留与主害风方向的交角不超过 30o的林带，并采用带外更新，待新增设的林带发挥防护作用时，

取消这些林带。

8.3.6 凡与主害风方向的交角超过 30o的林带，单从防护效能出发应予以取消。

9 检查验收

9.1 验收方式

9.1.1 过程验收

包括树种种类、苗木规格和质量、整地规格和质量、造林密度、树种配置、栽植时间、幼林抚育等

环节。

9.1.2 综合验收

包括林网密度、林带走向、林带长度与宽度、造林成活率、保存率等。

9.2 质量标准

营建过程符合农田林网设计要求；当年造林成活率和3年后林木保存率达到90%以上；3年后林木长

势良好，初步发挥防护作用。

10 档案管理

10.1 建档目的

档案是优化建设措施，分析建设成效和评价建设效果的基本依据，可为今后农田防护林建设提供经

验教训。

10.2 档案内容

10.2.1 基础档案

包括造林地点、权属、土地类型，气象条件、地下水位、土壤状况、主害风风向与风速，以及防护

林带规模（长度、宽度）、农作物品种和经营管理措施等相关资料。

10.2.2 技术档案

包括规划设计、招投标文件，造林树种、苗木来源（起源、规格、运输距离和处理方式等）、整地

方式、造林密度及配置、栽植时间、幼林抚育、病虫害发生及防治、造林成活率、保存率等营林技术资

料及相关图片资料。

10.2.3 资金档案

包括经费来源及使用等相关资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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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管理档案

包括土地权属变动情况；林网建设单位、造林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基本情况；管理模

式等。

10.3 行政管理

10.3.1 县(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定档案格式、数据、标准。

10.3.2 技术档案由经营单位和县（市）林业主管部门各执一份，以备查用。



T/JAASS ×-2021

10

附 录 A

（资料性）

农田防护林主要推荐树（草）种

序 号 树 种 主要特征 备注

1 速生杨
落叶大乔木，前期速生，高 25~30 m，通直圆满，喜水、湿、

温、光、肥，优良的造林绿化树种。

2 中山杉
半常绿乔木，喜深厚疏松湿润土，耐水湿和水淹能力强，耐

盐性突出，在土壤含盐量小于 0.3%的条件下均能正常生长。

3 落羽杉 落叶乔木，高达 25 m，生长迅速，抗风，耐水湿。

4 柳杉
常绿乔木，高 25 m，尖塔型，喜湿，稍耐阴，喜肥沃湿润

土；速生，浅根。

5 水杉
落叶乔木，高 25 m，干通直，美观，生长迅速，喜水肥，稍

耐盐碱。

6 池杉
落叶乔木，高 25 m，生长迅速，冠窄而美观，抗风，耐水

湿，喜深厚疏松湿润土。

7 旱柳
落叶乔木，高达 18 m，喜光，耐寒，湿地、旱地皆能生长；

根系发达，抗风能力强，生长快，易繁殖。

8 河柳
落叶乔木，适应性广，萌发力强，喜光，耐寒，喜水湿，

耐盐碱，生长快，易繁殖。

9 薄壳山核桃
落叶乔木，高 20 m，干直，喜温暖湿润气候，深根性，耐

旱，耐水湿，果材兼优树种。

10 核桃
落叶小乔木，一般高 5-6 m，适应性强，喜光，喜湿，宜在

结构疏松、保水透气良好的沙壤土中种植。

11 榉树
落叶乔木，高 25 m，深根，抗风，耐烟尘，较抗病虫，喜

水肥，能耐盐碱。

12 朴树
落叶乔木，高达 25 m，生长快，深根性，抗风，少病虫害，

耐水湿、盐碱。

13 黄山栾树 落叶乔木，较抗风、耐盐碱、水湿，主干通直。

14 楸树
喜光树种，喜温暖湿润气候，不耐寒冷、干旱，也不耐水

湿，根蘖和萌芽能力都很强。

15 无患子 落叶乔木，较抗风、耐盐碱、水湿，主干通直。

16 乌桕
落叶乔木，高 20 m，生长迅速，抗风，耐水湿、盐碱，适

应性强。

17 杜仲
落叶乔木，喜温暖湿润气候，耐严寒，适应性很强，在瘠

薄土壤或岩石峭壁均能生长。

18 臭椿
落叶乔木，高 30 m，生长迅速，深根性，耐旱、瘠、盐碱，

抗病虫。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8%A0%E8%96%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8%A0%E8%9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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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香椿
落叶乔木，喜光，较耐湿，适宜生长于河边、宅院周围肥

沃湿润土壤，一般以沙壤土为好。

20 喜树 落叶乔木，高 25~30 m，干直，生长速，深根性，较耐水湿。

21 苦楝
落叶乔木，高 20 m，生长速，适应性强，极耐盐碱，喜水

肥。

22 银杏
落叶大乔木，喜光、速生、深根性树种，高 25~30 m，干

直，抗风，不耐盐碱及过湿土壤。

23 马褂木
落叶大乔木，高 25 m，速生、抗风，深根性，忌水湿，喜

温暖湿润，优良用材防护树种。

24 重阳木 落叶乔木，较抗风、耐盐碱、水湿，主干通直。

25 香椿 落叶乔木，高 20 m，生长快，较耐水湿，喜水肥。

26 良种刺槐
落叶乔木，高 10~25 m，根系浅而发达，生长迅速，耐干

旱、瘠薄，耐盐碱，适应性强，为优良的造林绿化树种。

27 石榴
落叶小乔木，喜温暖向阳环境，耐旱、耐寒，也耐瘠薄，

不耐涝和荫蔽，但以排水良好的夹沙土栽培为宜。

28 女贞 常绿乔木，抗风，耐盐碱、水湿。

① 用 于 主 林 带

时，需与乔木树种

搭配种植；

② 用 于 副 林 带

时，可单一树种种

植。

29 冬青 常绿乔木，抗风，耐盐碱、水湿。

30 珊瑚树 常绿小乔木，抗风，稍耐盐碱、水湿。

31 枇杷
常绿小乔木，喜温暖湿润气候，不耐寒，以土层深厚、疏

松、肥力高的立地为佳。

32 夹竹桃 常绿灌木，高 5 m，生长快，深根性，抗风，耐水湿、盐碱。

33 海棠
落叶小乔木，高达 7m，喜阴湿，夏季忌高温，喜土壤疏松

肥沃环境。

34 元宝槭
落叶乔木，高 8-10 m，耐寒、耐旱，忌水涝，根系发达，抗

风力较强，喜深厚肥沃土壤，入秋叶变红。

35 梨 落叶小乔木，喜光，喜温湿，果多汁味美。

36 石榴
落叶小乔木，适应性极强，耐旱、耐寒，花色红艳，果形

美观。

37 桃 落叶小乔木，较耐干旱，不耐水湿，花色鲜艳，果昧味美。

38 杏
落叶小乔木，阳性树种，适应性强，深根性，喜光，耐旱，

抗寒，抗风，寿命长。

39 无花果
落叶小乔木，高达 10 m，喜光，根系发达，对土壤要求极

不严格，比较耐旱、盐碱。

40 桑
落叶小乔木，耐干旱、瘠薄和水湿，喜光、喜温，适应性

强，叶蛋白质含量高、可养蚕，果实酸甜可口。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4%B9%94%E6%9C%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4%B9%94%E6%9C%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91%E7%A7%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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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构树
落叶小乔木，强阳性树种，生长快，根系浅，萌芽力和分

蘖力强，适应性和抗逆性极强。

42 紫穗槐 落叶灌木，生长快，较耐旱、瘠、盐碱、水湿。

43 杞柳
落叶灌木，喜光照，耐水湿。光照不足，生长不好，常生

于山地河边、湿草地。

44 柽柳 落叶灌木，生长快，耐旱，耐水湿，极耐盐碱。

45 金针菜
多年生草本植物，耐寒，适应性很强，以半荫湿润的地方

生长为最好，可食用，优良的水土保持植物。

林下种植，水土保

持，美化环境。

46 狗牙根
低矮草本植物，秆细而坚韧，匍匐地面蔓延生长，适应性

极强，为良好的固堤保土植物。

47 黑麦草
多年生草本植物，秆高 30~90 cm，喜温凉湿润气候，不耐

旱，尤其夏季高热、干旱更为不利。

48 白三叶
多年生草本，适应性广，抗热抗寒性强，可在沙质土中生

长，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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