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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林业建设急需苗圃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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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年植树时，脑海中映现这样的景象：苗圃基地机器轰鸣，移植起苗机轻松切入泥土，带土挖取树木根

球，苗盘定位准确，并保留苗木根系及土球；车载式高射程喷雾机采用自动控制防治树木病虫害，药剂利用率高、

污染少。……这是我们期盼并在有些地方已实现的植树造林全程机械化。 

  据业内人士介绍，近年来，机械化已逐渐运用于苗圃基地，起苗机起一株苗不到一分钟，相比人工移植，效率

提高10倍左右，节工省本；按按手中的摇控器，高程喷雾机就能实现智能遥控操作，最远能喷出100米射程。随着

植树造林的深入人心，苗圃基地规模快速增长，苗木数量急剧增加，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育苗生产企业和个人急

求各种苗圃机械的大好局面。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苗圃机械化整体水平不高，无法满足育苗生产需求，即使有钱

也买不到适用设备，尤其是绿化苗的生产机械几乎是一片空白，每当春秋造林时仍然采取人挖肩扛的人海战术，效

率低，劳动强度大，作业质量差，苗木成活率也不理想。这在当前劳动力极为短缺、到处闹人工荒的情况下，要保

障有质有量地完成季节性非常强的植树造林任务十分困难，与现代林业建设极不协调。 

  我国目前苗圃机械化现状如何？又怎样才能提高苗圃机械化水平呢？笔者就此采访了我院新技术研究所首席专

家吴兆迁副研究员。 

  吴兆迁副研究员将我国苗圃机械化发展历程娓娓道来。他说，我国苗圃机械化起步于上世纪20世纪50年代的

工具改革，60年代苗圃作业是以畜力和革新工具为主的半机械化作业。到了70年代，由于拖拉拉机的逐渐普及，

苗圃作业才开始真正向机械化发展，80年代末是我国苗圃机械化发展的较好时期，先后研制出了各种类型的苗圃机

械70余种，但大部分没有得到推广应用。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苗圃机械化进入了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时期。由于受到我国林业产业结构调

整和林业“两危”的影响，大批林业机械制造企业转产、停产，直至目前，我国专门生产林业机械且超过100人规

模的企业屈指可数。 

  21世纪以来，我国苗圃机械化开始逐渐恢复和提高。在“十五”、“十一五”期间，国家立项对苗圃机械化关

键技术和难点问题进行攻关，并在精少量播种技术、高密度苗木移植技术、精细筑床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但目前我国苗圃机械化作业程度还很低，无论是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相比，还是与相近的农业机械相比，都处于

较差和落后状态，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以及现代林业建设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其管理现状是：（1）政府对苗

圃机械化，乃至林业机械化的支持远远不够，各级政府机构没有设立相关主管部门。（2）没有建立健全林业机械

化技术推广服务体系，林业机械虽已进入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范围，但至今绝大部分林机产品并没落到实处。（3）
苗圃机械化技术装备研发跟不上市场及用户需求。原因是政府立项少，投入经费少，而少之又少的经费又要照顾各

方利益，直接用于实际生产研究成果的很少。 

  谈到当前技术装备现状，吴兆迁副研究员介绍，目前，我院哈尔滨林机所经过20年的不断探索，成功研制出了

自行式苗木移植机，并成功研制出了一种带有滤土装置的新型精细筑床机，作业效果很好，都已推广应用于生产实

践中。成功研制出的新型推式精少量播种机，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播种均匀，可节约良种20%--40%，且不损

伤种子，是理想的中小型苗圃播种机具，该机还配置了高效辅助设备覆土机。研制的新型步道沟除草松土机，生产

效率高，适用于苗床步道沟除草、松土、辅助防寒等作业。研制的新型振动式起苗机，采用动刀式切根作业方式，

其起苗刀在切根过程中有冲击加速动作，不产生壅土堆苗现象；采用分体压刀式结构便于换刀、磨刀，既可提高生

产效率，又可增加设备的整体使用寿命；加装充气式限深轮，可确保起苗深度，减轻整机振动；限深轮宽度有两种

尺寸，床作、垄作起苗皆宜。 

  谈到苗圃机械化的发展方向时，吴兆迁副研究员说，过去的苗圃机械以生产造林苗（小苗）为主体，现在的苗

圃机械则以生产绿化苗（大苗）为主体。未来一段时期将二者并存，苗圃机械的发展应在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下，

以小苗生产机械为基础，尽快研发大苗生产机械。 

  从系统管理的角度，吴兆迁副研究员建议：（1）明确政府职责，解决当前谁都可以管但谁都不管的乱象。就

行业管理而言，国家林业局应在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参照农业机械行业管理办法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2）
建立健全林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包括装备研发与制造、标准制定、产品质量检测与监督、推广服务等，以

推动苗圃机械化的全面发展。（3）政府在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还要有相关政策扶持。政府必须加大资金投入，

尽快出台优惠扶持政策。（4）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加快苗圃机械化相关标准的制定。近年来，苗圃机械方面的专

利申请逐渐增多，近期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授权成立了中国林业知识产权信息中心。全国林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非常重视苗圃机械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相关标准也将陆续制定并实施。 

  从技术研发的角度，吴兆迁副研究员说，应解决以下主要问题：（1）解决瓶颈问题，研发适于绿化苗生产的

通用底盘。目前我国还有高地隙苗圃机械配套动力，导致相应的育苗机具无法研发，严重影响了绿化苗木生产机械

化的发展进程。（2）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研发适于绿化苗生产的机械设备。只有解决绿化大苗生产机械的配套动

力后，才能以此为基础研发绿化大苗生产移植机、中耕除草机、施肥机、喷药机、起苗机等设备。（3）解决关键

技术、难点问题，实现造林苗生产全程机械化。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国家已经立项对苗圃机械化关键技

术和难点问题进行攻关，在高密度苗木移植技术、精细筑床技术和林木种子精少量播种技术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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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破。但苗木切根、起苗、深层土壤施药、防寒等关键技术和难点问题还有待解决，期待经过“十二五”技术

攻关，基本实现我国造林苗生产机械化。（4）解决现有机型功能单一、效率不高问题，研发复式高效作业技术。

我国现有的苗圃机械基本上都只能实现单机单项作业，综合效率不高。为了进一步减少设备对土壤的破坏，降低综

合作业成本，研发一机两用甚至一机多用的复式高效作业技术。（5）加强苗圃机械化技术与林业生产工艺相结

合。从林场规划到具体树种选育都应考虑机械化作业要求。 

  吴兆迁副研究员说，苗圃一般都在靠近水源、背风朝阳、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交通方便的地方，容易实现机

械化，只要有关部门加以重视，相信机械化苗圃为时不远。（王建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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