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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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栎属植物苗木繁育与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栎属植物的播种育苗、嫁接育苗、嫩枝扦插育苗、大规格苗木培育、出圃、检疫、苗

木档案管理、栽培和管护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地区栓皮栎、蒙古栎、槲栎、槲树、麻栎等栎属植物繁育与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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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DB11/T 211  园林绿化用植物材料 木本苗 

DB11/T 212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DB11/T 213  城镇绿地养护技术规范 

DB11/T 476  林木育苗技术规程 

DB11/T 1881  大规格容器苗培育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播种育苗 

4.1 种子准备 

4.1.1 种子采集 

4.1.1.1 宜在交通便利、地形平缓、背风向阳、光照充足、排水良好、实生起源的林分中，选择生长健

壮、干形通直、冠型饱满、自然整枝良好、主枝分布均匀、主枝层距合理的优良单株作为采种母树。 

4.1.1.2 种实脱落高峰期每隔 1d～2 d 地面收集色泽明亮、颗粒饱满、健康无病虫害的种子。 

4.1.2 种子调制 

4.1.2.1 杀虫：宜采用 50 ℃温水按照种子与温水 1:3 体积比浸泡 0.5 h。 

4.1.2.2 净种：充分浸泡后，丢弃漂浮在水面的劣种和壳斗，捞出沉在水底的种子并置于筛子中沥水。 

4.1.2.3 阴干：在室内将种子单层平铺于透水透气的材料上，每隔 3 h～4 h 翻动一次种子，直至种子

表面没有水分，然后放置 24 h。 

4.1.2.4 选种：将虫蛀、发霉、种子规格过小等不合格种子挑出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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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5 盛装：将种子装在编织袋或尼龙袋中，袋上标记树种名称和采集信息，并将树种名称和采种信

息登记在防水标签，置于袋内，封口。 

4.1.3 种子贮藏 

4.1.3.1 调制好的种子应置于温度为 0 ℃～4 ℃的冰箱或冷库中贮藏，种子厚度应不超过 25 cm。 

4.1.3.2 当年秋播种子不需要进行室外混沙层积贮藏，随采集随调制随播种或随从冰箱或冷库取出种子

随播种。 

4.1.3.3 翌年春季育苗的种子宜在 11 月中旬从冷库取出室外沙藏，方法如下： 

a) 在室外选择地势高、排水良好、土质疏松、背风地挖坑贮藏，坑深 80 cm～100 cm、宽 60 cm、

坑长度视种子量而定； 

b) 坑四周铺设孔 6 mm、丝粗 0.6 mm、宽度 1 m 的不锈钢铁丝网； 

c) 坑底部铺 15 cm 厚洁净湿润沙，沙子湿度以手握成团、指缝不流水、轻触即散为宜，每隔 1 m

左右设通气孔，将种子与湿沙按 1:3 体积比混合均匀放入坑中； 

d) 填至距离地面 25 cm 左右时，上覆 40 cm 厚湿润沙和 5 cm 厚土壤，踏实，四周挖好排水沟； 

e) 翌年春季土壤解冻后，每日查看种子萌动情况，当露白种子数量达 30%即可播种。  

4.2 容器育苗 

4.2.1 场所准备 

大田容器育苗宜选用排水良好的地块，采用平床作业，地面铺设双层园艺地布，育苗容器置于园艺

地布上，配备喷灌设施。温室容器育苗应具备降温、通风、灌溉、遮阳等设施。 

4.2.2 容器选择 

选用的容器类型和规格宜满足表1要求。 

表1 一年生苗木常用育苗容器 

容器类型 高度（cm） 上口直径（cm） 体积 （mL） 其他 

无纺布容器 ≥15 6～8 ≥350 使用网格式托盘 

硬质塑料容器 ≥25 6.4～10 ≥650 使用托盘 

硬质塑料穴盘 ≥18 （5.5～7.5）×（5.5～8.0） ≥300 - 

塑料泡沫穴盘 ≥15 5～10 ≥300 - 

4.2.3 基质选择与装填 

4.2.3.1 基质选择与消毒：选用 pH 值为 6.0、纤维长度小于 6 mm 的草炭，草炭与蛭石按照体积比 3:1

混合，加入 50%的多菌灵粉剂消毒，用量为 500 g/m
3
，边混合边洒水湿润。 

4.2.3.2 基质装填：无纺布容器袋可机械化装填基质，穴盘或塑料容器可人工装填基质，基质距离容器

上口约 2 cm。 

4.2.4 播种 

4.2.4.1 按照种子萌发时间分区域播种。 
4.2.4.2 大田容器育苗秋季播种宜在 9 月 15 日至 9 月底，种子可随采集、随调制、随播种，也可从冷

库中取出调制好的种子进行播种；大田容器育苗春季播种宜在 3 月初，从贮藏坑中取出种子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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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3 温室容器育苗宜在 2 月底至 3 月初播种，从贮藏坑中取出种子，用筛子轻轻筛掉沙子，将生出

胚根的种子挑出播种；未生出胚根的种子与沙子混合放入温室中催芽，适时补充水分，每日检查并挑选

生出胚根的种子播种；胚根大于等于 3 cm 时，剪去胚根尖端，保留长度 1.5 cm～2 cm，再进行播种。 
4.2.4.4 播种前应浇透基质，播种时，使用竹签或木棍在基质中央扎出小洞，将种子水平放在小洞中； 

4.2.4.5 用基质填实小洞，基质表面可覆盖 1 cm～2 cm 的白色石英砂颗粒，随即充分灌水。 

4.2.5 施肥 

4.2.5.1 肥料可选用含有氮、磷、钾以及微量元素的复合肥。 

4.2.5.2 宜采用缓释肥和水溶肥相结合的方式施肥。 

4.2.5.3 缓 释 肥 宜 在 春 季 施 用 ， 宜 选 用 释 放 时 间 为 5 ～ 6 个 月 、 元 素 含 量 为

15%N+9%P2O5+12%K2O+2%MgO+0.02%B+0.055%Cu+0.1%Fe+0.06%Mn 的缓释肥，可将缓释肥均匀伴入基质，施

用量根据基质体积而定，一般为 3 kg/m
3
～5 kg/m

3
。 

4.2.5.4 水溶性复合肥宜在 6～7月施用，宜选用 30%N+10% P2O5+10%K2O+微量元素的水溶性复合肥，水

溶液浓度为 360 mg/L，每 3 d～7 d 施肥一次；9 月宜施用 15%N+10%P2O5+30%K2O+微量元素的水溶性复合

肥，水溶液浓度为 150 mg/L，每周施肥一次；水溶肥可结合灌溉系统随水施肥，也可人工喷施，施入

量以不从容器底部渗出为宜。 

4.2.6 灌水 

宜采用微喷方式灌水，也可人工喷灌，灌溉频率按照DB11/T 476执行；灌溉水质应符合GB 5084的

规定。 

4.2.7 移动容器 

6月至8月，每个月调换一次容器或穴盘位置。 

4.2.8 除草 

宜采用人工除草，掌握“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在基质湿润时连根拔出，除草后应及时灌水。 

4.2.9 炼苗 

9月中旬，将温室内培育的苗木搬到户外炼苗。 

4.2.10 病虫害防治 

夏季可交叉喷施多菌灵、甲基托布津、代森锰锌，用量按照说明书执行，每周喷施2次，预防茎腐

病和根腐病；其它病虫害防治方法按照DB11/T 476执行。 

4.2.11 分级 

苗木分级标准应符合表2规定。 

表2 栎属植物一年生容器苗分级标准 

等级 苗高（cm） 地径（mm） 顶芽 茎 根系 

I ≥30 ≥3.5 
饱满 通直健壮、独干 

根团完整，不窝根，主

根无缠绕 II ≥25 3～3.5 

4.2.12 越冬防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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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1 秋季播种的大田容器苗，11 月底浇透水后，容器上部覆盖无纺布。 

4.2.12.2 温室容器苗 11 月底待树叶变干枯后，浇透水，将容器苗按照等级放入室外贮藏坑中，坑宽

100 cm～200 cm、深 40 cm～50 cm、长度依据苗木数量确定；12 月上旬，搭简易棚并用毛毡覆盖。 

4.3 大田播种育苗 

4.3.1 育苗地准备 

4.3.1.1 宜选择交通方便、集中连片、地势平坦、灌溉方便、排水良好、土壤深厚不小于 50 cm、pH

值 6.5～8.0、全盐量小于 0.2%、富含有机质的壤土、砂壤土。 

4.3.1.2 土壤耕作、有机肥和基肥施用、土壤消毒按照 DB11/T 476 执行。 

4.3.1.3 育苗作业方式可采用高垄、高床、平作。高垄垄距 60 cm～70 cm、垄高 25 cm～30 cm、垄面

宽 30 cm～40 cm；高床床面高于步道 15 cm～20 cm、床宽 100 cm～150 cm、步道宽 30 cm～40 cm；平

作育苗地应带状作业且有喷灌设施、带间留出 30 cm～40 cm 步道。 

4.3.2 播种 

4.3.2.1 秋季播种宜在 9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进行，种子随采集、随调制、随播种，也可从冷库中取出

调制好的种子进行播种。 

4.3.2.2 春季播种宜在 3 月初进行，应采用经层积沙藏过的种子；根据胚根长度进行挑选与分类，胚根

大于等于 3 cm 的种子，应先进行芽苗断根，剪去胚根尖端，保留长度 1.5 cm～2 cm，将断胚根种子在

同一区域播种；胚根小于 3 cm 或未萌发种子直接播种。 

4.3.2.3 播种前应湿润育苗地土壤，高垄单行播种，高床、平作行距 20 cm～30 cm，株距均为 10 cm；  

4.3.2.4 开沟深度 3 cm～5 cm，采用点播方式播种，覆土厚度 2 cm～3 cm，覆土后镇压，充分灌水。 

4.3.2.5 春季播种可在土壤表面覆盖地膜，逐日检查苗木出土情况，并及时在出苗处穿孔，出苗率达到

一半时揭除地膜。 

4.3.3 截根 

4.3.3.1 播种时未经断根处理的播种苗宜在 6 月初进行截根。 

4.3.3.2 截根深度以 15 cm 为宜，可使用锋利铁铲沿 45 °斜切苗木主根，也可使用截根机进行截根。 

4.3.3.3 截根后及时镇压、充分灌水。 

4.3.4 施肥 

5月中旬穴施缓释肥5 g/株，缓释肥类型参见4.2.5；或6月至7月、9月结合灌溉施入水溶性复合肥，

肥料类型、施肥频率、肥料水溶液浓度参见4.2.5。 

4.3.5 灌水 

根据苗木发育阶段和土壤墒情及时适量灌水，出苗期不宜过多灌水，以土壤湿润为宜；6月至8月中

旬，适时灌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苗木进入木质化期，减少灌溉频率。灌溉水质应符合GB 5084的规

定。 

4.3.6 排水 

育苗地应及时排除积水，做到内水不积、外水不淹。 

4.3.7 除草 

以“除早、除小、除了”为原则，宜采用人工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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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病虫害防治 

按照4.2.10执行。 

4.3.9 留床苗培育 

4.3.10.1 3 月初，主茎通直、顶芽饱满、生长健壮的苗木留床培育；主茎弯曲或顶芽不饱满的苗木进

行平茬，浇足返青水，选择并保留基部最健壮的芽，抹去其它芽。 

4.3.10.2 施肥按照 4.3.4 执行，灌水按照 4.3.5 执行，排水按照 4.3.6 执行，除草按照 4.3.7 执行，

病虫害防治按照 4.2.10 执行。 

4.3.10 起苗与分级 

4.3.10.1 可在 11 月中旬或翌年 3 月初起苗，起苗前浇透水，待水分蒸发到不粘工具时进行起苗，起苗

深度不低于 25 cm，起苗时抖落宿存叶片。 

4.3.10.2 对苗木进行分级，分级标准应符合表 3 规定。 

表3 栎属植物苗木两年生裸根苗分级标准 

等级 苗高（cm） 地径（mm） 根长（cm） 大于5cm的I级侧根数 顶芽 茎 

I ≥40 ≥5 ≥20 ≥10 
饱满 通直健壮、独干

II ≥30 4～5 ≥15 ≥8 

4.3.11 越冬防寒 

4.3.11.1 秋季起苗的苗木，苗梢朝下风向放入坑中，苗木散开疏排、埋土、露出苗梢、踩实、浇透水，

坑规格及简易防寒棚搭建按照 4.2.12 执行。 

4.3.11.2 翌年春季起苗的苗木，可在土壤封冻前灌冻水。 

5 嫁接育苗 

5.1 穗条采集 

5.1.1 母株选择 

5.1.1.1 宜将优良品种、无性系作为采穗母株。 

5.1.1.2 用于开展杂交等早实早花苗木培育，接穗可从开花结实的母株采集；用于其他目的苗木培育，

接穗应从幼树采集。 

5.1.2 采集部位 

应从树冠外围中上部采集芽体饱满、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一年生枝条作为接条。 

5.1.3 采集时间 

春季宜以枝接为主，穗条宜在11月初或在春季发芽前3～4 周采集；夏季和秋季以芽接为主，随采

随用。 

5.2 穗条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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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眠期采集穗条后，每20～30枝一捆，用防水标签标明采集信息，可在0 ℃～4 ℃冷库内湿沙埋藏

或室外混沙坑藏，坑的选址和规格同4.1.3.3 a），挖坑前3 d湿润土壤，保持穗条湿度；夏季穗条采集

应剪去叶片，叶柄保留0.5 cm，用湿麻袋或无纺布包裹，当天采集当天使用，不宜贮藏。 

5.3 接穗截制 

3月初从冷库或室外坑中取出穗条，剪取带2～3个饱满芽、长度8 cm～10 cm的枝段，上芽距剪口1 cm

左右；将接穗在95 ℃～100 ℃石蜡中速蘸，每次6～10根，迅速放置通风处冷却降温，完全冷却后使用

扎好细孔的自封袋分装，放入冷库或冰箱0 ℃～4 ℃冷藏备用。 

5.4 砧木选择 

5.4.1 选择与接穗同种的实生苗。 

5.4.2 枝接的砧木规格选择依据嫁接方法而定。 

5.4.3 槲树芽接宜选用地径 1.5 cm 及以上的实生苗，栓皮栎、麻栎、槲栎、蒙古栎芽接砧木可选择地

径 0.8 cm 及以上的实生苗。 

5.5 嫁接方法 

5.5.1 枝接 

5.5.1.1 宜在砧木树液开始流动后进行，大田宜在 4 月中旬进行，温室宜在 4月初进行。 

5.5.1.2 可采用插皮接、腹接、劈接和双舌接等。 

5.5.2 芽接 

8 月至 9 月，将采取的当年生枝条剪去叶片，保留叶柄，保鲜保存，采用“T”字型、块状芽接和

带木质部芽接。 

5.6 接后管理 

5.6.1 解绑 

春季枝接1～2个月后，待接穗长出新枝、增粗生长受影响后解除绑缚物，秋季芽接的可在当年11

月或翌年3月前解除绑缚物；解绑不宜过早，避免穗砧结合不牢，也不应解除过晚影响树体生长。 

5.6.2 剪砧 

5.6.2.1 夏末和秋季嫁接的，应在当前秋季落叶后或翌年春季发芽前剪砧。 

5.6.2.2 宜两次剪砧，第一次剪砧时在接口上部保留 5cm 处剪砧，待接芽成活后在成活芽上部进行第二

次剪砧，注意不定期抹除砧木萌芽。 

5.6.3 除萌 

嫁接后每3 d～5 d检查一次，将砧木树干、根茎长出的萌枝、新芽及时抹除；嫁接未成活的苗木，

应结合抹芽，培养引领枝。 

5.6.4 支撑 

5.6.4.1 新梢长到 15 cm～20 cm 时，进行支撑。 



DB11/T 2072—2022 

7 

5.6.4.2 在紧贴砧木处立直径 1.0 cm～1.5 cm、长 50 cm～80 cm 左右的竹竿或铁杆，新枝随新梢高度

陆续绑缚；接穗新生枝达到 40 cm 以上、木质化后，将绑砧的塑料膜纵向划开。 

5.6.5 补接 

嫁接未成活的苗木，适时补接。 

5.6.6 苗期管理 

施肥按照4.2.5执行，灌水按照4.2.6执行，除草按照4.2.8执行，病虫害防治按照4.2.10执行，越

冬防寒按照4.2.12、4.3.11执行。 

6 嫩枝扦插育苗 

6.1 插床准备 

6.1.1 在温室塑料拱棚内或全光照自动喷雾下，采用插床或网袋育苗容器扦插。 

6.1.2 将草炭和珍珠岩按照体积比 2:3 混合作为基质，并制作高床，床面宽 100 cm、高 30 cm；或草

炭和珍珠岩按照体积比 2:3 装填网袋育苗容器，容器规格选择参见 4.2.2。 

6.1.3 扦插前 3 d，用 0.5%的高锰酸钾溶液对基质进行消毒，随后盖膜覆盖 3 h～4 h。 

6.2 插条剪切与处理 

6.2.1 3 月上旬选取品种或无性系平茬， 6 月下旬至 7月上旬采集新萌生的半木质化枝条，随采随用，

剪下的枝条应立即保湿并覆盖遮荫。 

6.2.2 将穗条剪成 10 cm～12 cm 的插穗，保留 3 个以上腋芽和 2 片叶，对保留的叶片去除 1/2，距上

侧芽 1 cm 处平剪、下端芽 0.5 cm 处斜剪，用 0.5%多菌灵溶液消毒 5 min，插穗下端在 ABT1 或 NAA200 

mg/L～300 mg/L 溶液中浸泡 20 min～30 min。 

6.3 扦插 

将插穗在淋透的基质上扦插，扦插前可用比插条稍的工具在基质打孔，扦插深度5 cm～8 cm，扦插

后压实基质，浇透水，株行距10 cmⅹ20 cm。 

6.4 苗期管理 

6.4.1 生根过程中灌水 

6.4.1.1 扦插后第 1周，喷雾间隔白天 10 min～15 min、夜间 20 min～30 min，喷水时间 15 s～20 s。 

6.4.1.2 扦插后第 2～4 周，喷雾间隔白天 20 min～30 min，喷水时间 30 s～60 s，晚上停喷。 

6.4.1.3 扦插后第 5 周，80%以上插条生根后，中午前后喷雾 5 min～10 min，基质保持干湿循环，促

进发根。 

6.4.2 病虫害防治 

按照4.2.10执行。 

6.4.3 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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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1 将生根的苗木移栽至容器，容器选择按照 4.2.2 执行，基质选择与装填按照 4.2.3 执行。 

6.4.3.2 将扦插移栽苗或扦插容器苗摆放至温室苗床，浇透水。 

6.4.3.3 每周喷施水溶性复合肥溶液，肥料类型、水溶液浓度、施肥频率按照 4.2.5.4 执行。 

6.4.4 炼苗与越冬防寒 

6.4.4.1 10 月初，将容器苗运至炼苗场炼苗。 

6.4.4.2 11 月底，将容器苗进行越冬防寒，按照 4.2.12 执行。 

6.4.5 壮苗培育 

嫩枝扦插苗当年规格较小，需在苗圃继续培育至少一年，施肥按照4.2.5执行，灌水按照4.2.6执行，

除草按照4.2.8执行，病虫害防治按照4.2.10执行。 

7 大规格苗木培育 

7.1 地栽苗培育 

7.1.1 选地和整地 

选地按照4.3.1执行，平作整地。 

7.1.2 移植 

7.1.2.1 两年生大田播种苗、大田嫁接苗、扦插苗进行首次移植；相同苗木类型、同一等级的苗木移植

在同一区域；春季移植可在土壤解冻后、苗木发芽前进行，秋季移植可在苗木叶片衰老变干后、土地封

冻前进行；移植株行距 30 cmⅹ30 cm；移栽后踏实、浇透水。 

7.1.2.2 首次移植 2年后进行第二次移植，裸根移植，株行距 100 cmⅹ100 cm。 

7.1.2.3 第二次移植 2 年后进行第三次移植，带土坨移植，土坨直径为苗木胸径的 8倍，土坨高度为土

坨直径的 4/5，株行距为 200 cmⅹ200 cm；应在灌水前对苗木进行支撑，支撑高度应保持一致，应用软

材料做垫层对树干支撑处干皮进行保护；栽植后 24 h 内应浇第一次水，水全部渗入后扶正树干、填土

找平，3 d 内浇第二次水。水流应缓慢，使土壤自然沉降并与根系紧密结合。 

7.1.2.4 第三次移植 3 年后进行第四次移植，带土坨移植，土坨直径为苗木胸径的 8倍，土坨高度为土

坨直径的 4/5，移植株行距为 300 cmⅹ300 cm。 

7.1.3 苗期管理 

7.1.3.1 第二次移植后应进行主干矫正，将竹竿插入土壤深 20 cm～40 cm，从苗木下部向上进行绑缚。

主干引领枝折断或出现顶梢枯死时，需将侧枝培养成主干引领枝，选用较短的竹竿从苗木顶梢进行绑缚。

绑缚带（绳）间距 10 cm～20 cm，缠绕 2～3 圈，可在主干弯处加强绑缚，绑缚带（绳）结扣应在竹竿

侧。 

7.1.3.2 第二次移栽后应进行修剪整形，应保护和培养主干引领枝，修剪竞争枝，修剪主枝与树干基径

比大于 1/2 的主枝；冠长与树高比宜为 2/3，树冠以下枝条应全部及时抹芽或剪除，剪口平滑，无毛茬。 

7.1.3.3 灌溉水质应符合 GB 5084 的规定；排水性差的场地，应开沟或起垄及时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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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4 3 月初施入释放周期为 5～6 个月的缓释肥，施肥量可根据树体大小和土壤肥力情况确定。 

7.1.3.5 树体周围及时松土除草；树行间可采用割草机除草或铺设地布。 

7.2 大规格容器苗培育 

7.2.1 上盆 

7.2.1.1 宜选择苗干粗壮、根系发达、顶芽饱满、木质化良好的苗木进行上盆。 

7.2.1.2 二年生裸根苗上盆，应修根、去除劈裂根，裸根苗上盆的宜在春季苗木发芽前或秋季苗木落叶

后进行，宜选用深度不小于 30 cm、上口径不小于 10 cm 的容器，基质宜选用草炭和蛭石 3:1 体积比混

合物。 

7.2.2 换盆 

7.2.1.1 一年生容器苗换盆应去除原容器，修剪盘根，宜选用深度不小于 30 cm、上口径不小于 10 cm

的容器，基质宜选用草炭和蛭石 3:1 体积比混合物。 

7.2.1.2 苗龄为三年时再次进行换盆，选用底盘直径 19.5 cm、围边高度 26.5 cm 的硬质塑料盆或底盘

直径 20 cm、围边高度 30 cm 的控根容器，草炭、蛭石或珍珠岩、沙子按照 3:1:1 体积比充分混合形成

的基质，加入 50%的多菌灵粉剂消毒，用量为 500 g/m
3
，边混合边洒水湿润；换盆时，应去除根团外围

死亡根系。 

7.2.1.3 苗龄为六年、九年时分别进行换盆，容器类型和规格、基质配比和装填按照 DB11/T 1881 执行，

换盆后及时进行支撑，支撑高度应保持一致，应用软材料做垫层对树干支撑处干皮进行保护。 

7.2.1.4 基质装填前应洒水湿润至饱和含水量的60%～70%，可均匀拌入释放周期为5～6个月的缓释肥，

施用量为 5 kg/m
3
。 

7.2.1.5 在容器底部加入 5～10 cm 厚度基质，将苗木扶正，填入含沙混合基质，基质覆盖深度应高于

苗木原土痕 2 cm～3 cm，且充分灌水后下沉的基质距离容器上沿 3 cm～5 cm。 

7.2.1.6 栽植后 24 h 内应浇第一次水，水全部渗入后扶正树干、填土找平，3 d 内浇第二次水。水流

应缓慢，使容器内的基质自然沉降并与根系紧密结合。 

7.2.3 苗期管理 

施肥、灌水和排水、主干矫正、修剪整形、病虫害防治、防日灼等管理措施按照DB11/T 1881执行。 

8 出圃 

8.1 出圃时间 

裸根苗应在春季苗木芽未萌动前出圃；容器苗、土球苗可在春季和夏季出圃，温室繁育的容器苗夏

季出圃前应在 7 月初移至户外炼苗。 

8.2 包装和运输 

苗木包装和运输依据苗木类型，按照 DB11/T 476、DB11/T 211、DB11/T 1881 执行。 

9 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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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DB11/T 476的规定进行检疫。 

10 苗木档案 

按照DB11/T 476方法制作、存储苗木档案。 

11 栽培 

11.1 立地选择 

应选择排水良好、地下水位大于5 m、土壤厚度不少于30 cm、pH值6.5～8.0、含盐总量小于0.2%

的壤土或砂壤土，平原地区不宜选择低涝地块。 

11.2 整地方法 

11.2.1.1 整地规格依据立地特征、苗木规格、施肥状况等而定。 

11.2.1.2 整地时，表土和心土分开放置。 

11.2.1.3 小规格苗木整地，在选定植苗点挖穴，栽植穴直径比容器上口径或根幅宽 30 cm，深度比苗

木容器或主根长度深 10 cm，把适量有机肥与表土充分混合，放入造林穴的底部，回填表土，覆盖有机

肥，避免根系直接接触有机肥，心土放置在栽植穴上部；穴间距按照 GB/T 15776 执行。 

11.2.1.4 大规格苗木整地，具体方法按照 DB11/T 212 执行。 

11.2.2 树种选择 

延庆、怀柔、密云等区域宜栽培蒙古栎、槲树；东城、西城、海淀、朝阳、顺义区、丰台区、石景

山区、昌平区、房山、通州、大兴等低山区、平原区宜栽培栓皮栎、槲栎、槲树。 

11.3 栽植 

11.3.1 小规格苗木栽植 

11.3.1.1 修剪或修除劈裂根、过长根、偏根、盘根、基质表面腐死根。 

11.3.1.2 容器苗进行脱袋，并回收容器。 

11.3.1.3 将苗木放置于栽植穴的中央，扶正。 

11.3.1.4 采用“三埋两踩”栽植，以埋土线超过苗木原土痕或基质印 3 cm 为宜。 

11.3.1.5 可用竹竿进行标记并绑缚苗木茎干，竹竿距离苗木 2 cm 处插入土壤 30 cm，不可距离苗木太

远插入竹竿，竹竿不可插入太浅。 

11.3.1.6 可在苗木周围覆盖 1 m
2
～2 m

2
的园艺地布或厚度 10 cm 左右粉碎的森林抚育剩余物。 

11.3.1.7 做树盘，栽植后立即浇透水。 

11.3.2 大规格苗木栽植 

按照DB11/T 212执行。 

12 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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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小规格苗木 

12.1.1 灌溉 

栽植后的前三年应早春浇返青水，生长季根据天气和土壤墒情灌水，入冬前浇冻水。 

12.1.2 排水 

雨季应防止积水。 

12.1.3 除草 

栽植后的前三年应在幼苗周边1 m半径内进行人工除草。 

12.1.4 病虫害防治 

参见4.2.10。 

12.1.5 造林效果评价 

按照GB/T 15776执行。 

12.2 大规格苗木 

管护方法按照DB11/T 213执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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