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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青海柴达木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青藏高原野生

植物资源研究所、海西州林业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宗英、赵越、吕嘉、王宁、朋毛当智、多杰吉、乔明星、马文良、靳占才、马

慧静、杨正凡、李巍、韩英杰、马昀、张旭斌。

本文件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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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梭梭育苗及造林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梭梭育苗中的种子采收与调制、育苗准备、播种、苗期管理、苗木出圃、造林及档案

建立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梭梭适生区播种苗的培育及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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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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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8  林木种子质量分级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DB63/T 299  育苗技术规程

    DB63/T 236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种子采收与调制

4.1　采收时间

 9月下旬～10月中旬，以翅果由绿色变为淡黄色或黄褐色时为种子采收最佳时期。

4.2　种子采收和调制

选择生长健壮、结实量大、果实饱满的树木进行人工采种。将收集的种子经晾干、脱翅、风选等工

序，达到GB 7908Ⅲ级以上标准，装袋置于库内储藏。

5　育苗准备

5.1　育苗地选择

选择交通便利、地势平坦、具备灌溉条件，土层厚度不少于30 ㎝的沙土或沙壤土的大棚或日光温

室作为育苗地。

5.2　整地与基质处理

5.2.1　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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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前适时整地。育苗地平整后将有机肥、无机肥均匀撒在地表，用多菌灵进行床面消毒（见附录

A），深翻30 ㎝以上，耙平。

5.2.2　作床

    采用高床整地，床面宽0.8 m～1.0 m，床高15 ㎝～20 ㎝，长度依育苗地而定，床间留宽30 cm

管理步道。播种前3d～5d，灌足底水。

5.2.3　容器选择及基质调制

    选择无纺布容器袋或塑料容器杯。基质为河沙70%、耕作土20%、有机肥10%，将混合均匀的基

质土过筛后，混入多菌灵搅拌进行基质消毒（见附录A）。容器装填后，摆放成床宽1.0 m，床间留宽35 

㎝～40 ㎝管理步道。播种前3 d～5 d，灌足底水。

5.2.4　种子处理

播种前用高锰酸钾溶液浸种0.5 h（见附录A），用清水冲洗，晾干后即可播种。

6　播种

6.1　播种时间

4月中旬至5月中旬播种。

6.2　播种量

30 ㎏／hm2～45 ㎏／hm2。

6.3　裸根苗

6.3.1　条播

按间距15 ㎝～20 ㎝、深1.5 ㎝～2.0 ㎝开沟，将种子与细沙按1：1比例拌匀后撒入沟内，覆0.5㎝～

1 ㎝细沙并压实。

6.3.2　撒播

种子与细沙按1：1比例拌匀后均匀撒播在苗床上，覆盖厚0.5 cm～1 cm细沙并压实。

6.4　容器苗

每个容器播种3粒～5粒，播种深度 0.5 ㎝～1.0 ㎝，稍加压实。

7　苗期管理

7.1　水分管理

灌溉宜采用微喷灌，出水速率不宜过大，床面无积水。播种后立即灌透，保持床面湿润。出苗后要

控制灌水，当土壤相对高含水量≤30%或者苗木叶尖开始发黄时灌水。越冬前灌足冬水。

7.2　光温管理

    播种后保持全照自然光，棚内温度≤30 ℃，保持空气流通。待出苗量达到90%时或幼苗达到5.0

㎝时去除棚膜，育苗地覆盖透光率50%的遮阳网，至苗木速生期逐渐撤去遮阴网。

7.3　除草间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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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除草，间除细弱苗、病虫苗和并生苗，裸根苗定苗量每公顷180万株～每公顷225万株。容器苗

每个容器保留1株～2株，对缺株容器及时补苗。

7.4　施肥

6月下旬～7月下旬结合灌溉追肥2次，间隔期15 d；8 月中旬追施叶面肥1次（施用量见附录A）。

7.5　有害生物防控

病害以立枯病为主，可在出苗后一个月内每7 d～10 d交替喷洒以此杀菌剂进行防治。

虫害以红蜘蛛、蚜虫为主，发生虫害时可喷施杀虫剂进行防治。

具体防治方法见附录A。

8　苗木出圃

8.1　苗木调查

苗木质量和产量调查按照DB63/T 299执行。

8.2　出圃年限

1年。

8.3　起苗和分级

起苗时间要与造林季节相配合，在春季苗木萌动前起苗。起苗保持苗木根系完整，避免人为和机械

损伤，苗木质量分级按照DB63/T 236执行。

9　造林

9.1　造林地选择

选择梭梭适生区水土条件较好的荒地、荒滩等地块。

9.2　苗木处理

对苗木根系进行修剪，并用生根剂、泥浆对苗木根系进行蘸根处理（施用量见附录A）。

9.3　造林整地

采用穴状整地或沟状整地，随整地随造林，穴的大小和深度大于容器规格。

9.4　造林时间

采用春季造林，4月中上旬～5月上旬。

9.5　栽植

9.5.1　施肥

栽植前每栽植穴施入有机肥（施用量见附录A）。

9.5.2　栽植密度

        按照GB/T 15776执行。

9.5.3　栽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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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 GB/T 15776执行。

9.6　抚育管理

造林后及时灌溉；做好白粉病和梭梭绵蚧监测预报，并及时防治，具体防治方法见附录A。

10　育苗及造林技术档案

育苗技术档案按照DB63/T 299执行。造林技术档案按照GB/T 15776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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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农药化肥用量及使用方法

表A.1给出了农药化肥用量及使用方法。

表A.1　农药化肥用量及使用方法

药剂名称 用途 用量或使用方法 备注

腐熟有机肥 做基肥
45 m3／hm2，育苗整地施入

每穴 0.2㎏～0.3㎏，造林栽植施入
有机肥

磷酸二铵

尿素

磷酸二氢钾

整地做基肥

追肥

叶面肥

600 kg／hm2，育苗整地施入

225 kg／hm2，育苗灌溉施入

300 kg／hm2，育苗喷施

无机肥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土壤杀菌
45 kg／hm2，育苗整地施入

500 g/m3，育苗基质处理施入

高锰酸钾溶液

50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波尔多液

45 % 石硫合剂（结晶）

50 % 醚菌酯

种子杀菌

防治立枯病

防治立枯病

防治白粉病

防治白粉病

0.3 %水溶液侵种 30min

15 kg／hm2，800倍液喷施

15000 g/hm2，1000倍液液喷施

100倍液喷施

1500倍液喷施

杀菌剂

70%敌可送可湿性粉剂

三氯杀螨醇

2.5 % 溴氰菊酯

防治红蜘蛛，蚜虫

防治红蜘蛛，蚜虫

防治梭梭绵蚧

1000倍液喷施

1000倍液喷施

3000倍液喷施

杀虫剂

生根剂 促进根系生长 5 ml·㎏-1溶液，造林栽植施入 植物生长调节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