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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林木良种基地现状及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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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林木良种及良种基地建设的特点，总结回顾四川省林木良种基地发展历程及现状，剖析当前存在的问
题及主要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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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木良种是提高林地生产力、实现林业发展方
式根本转变的基础。四川林木良种基地是良种生产

的载体，承担着提供全省主要用材林、防护林和木本

粮油树种优良繁殖材料的重要任务［１］。抓良种壮

苗的繁育推广，能用较少投资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据研究，林木良种对用材林的产量增益一般在１０％
～３０％，对经济林产量的增益可达１５％ ～３０％，对
林业直接经济效益贡献率高达２０％［１～２］。按照《大

规模绿化全川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总体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３］，“十三五”期间，四川省需新
造林约２００万ｈｍ２，经测算，约需经济林良种苗木５
亿余株、用材林和生态林苗木２０亿余株。因此，全
面加强林木良种基地建设，为林业生态建设、产业发

展提供“数量充足、质量优良、结构合理、品种对路”

的良种壮苗，这不仅对完成大规模绿化全川任务、全

面建成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

且对今后一个时期林业长远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

战略意义。

１　林木良种及基地建设的特点

１．１　长期性与公益性
林木良种选育不同于农作物育种，具有树种多、

基础薄弱、选育周期长、育种难度大的特点，选育优

良种源、家系、无性系、品种一般需要几年、十几年甚

至几十年的时间。如广元朝天区硕星、夏早核桃良

种的选育，从１９９７年开始，经过初选、复选、决选、鉴
定到２００９年通过审定，长达１２ａ。同时，用作林木



良种扩繁的种子园、母树林、采穗圃等良种基地从营

建到开花结实或提供繁殖材料，也需要数年时间，且

前期不仅无任何产出，还需不断的资金、技术、经营

和管理投入；配套建设的林木种质资源收集区、试验

林、示范林等属非经营性林分，也无任何直接经济效

益产出。林木良种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主要体现

在最终的产品上，也就是造林后所产生的遗传增

益［１］。因此，林木良种选育和良种基地建设具有极

强的公益性，必须给予持续稳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

投入，要有计划地稳步推进。

１．２　区域性与适应性
四川省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区域间地势和

气候差异非常大。树木生长具有明显的适宜生态区

域，同一树种也因分布区内生态环境的影响而形成

不同的种源［４］。林木良种的区域性则更为突出，尤

其是核桃、油橄榄等经济林品种，其优良特性的表现

仅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甲地表现优良的品种

并非在乙地也同样优良，而且没有适宜的栽培条件

和技术措施，优良品种的特性也不会得到充分显

现［５］。因此，林木良种使用应遵循适宜种植区域性

的原则，避免盲目引种和超范围推广。

１．３　基础性与超前性
林以种为本，种以质为先，林业要发展，种苗须

先行。种苗品质的优劣、数量多少、质量好坏不仅影

响到造林绿化速度和成败，而且直接关系到林业建

设质量和效益的发挥。使用林木良种造林，具有生

长快、产量高、材质好、抗性强等优良特点，超前抓好

林木育种和良种基地建设是营造林生产的客观要

求，没有良种壮苗的超前培育就没有林业的快速发

展［５］。因此，林木良种繁育要与生态建设、产业发

展、造林绿化等紧密衔接，围绕全省营造林中长期规

划和计划，超前抓好良种基地建设和良种壮苗培育。

２　良种基地发展的历程及现状

２．１　建设初期阶段（上世纪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
四川省林木良种基地建设始于上世纪７０年代，

早期建设规模较小，以试验性为主。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中期由国家投入林木种子生产专项资金，采取部

省联营方式，在洪雅林场、富顺林场、高县月江森林

经营所等基层国营场所建设了一批以种子园、母树

林为主的良种基地，实现了林木良种生产零突破。

这些良种基地大多在上世纪 ８０年代末期建成，９０
年代初期开始投产，繁育树种为杉木、马尾松、柏木、

柳杉等用材林树种，已生产了大量优质种子，为林业

生态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建设初期，全省成立了

杉木、马尾松、柏木育种攻关协作组，组织技术力量

开展了优良单株选择，为建立初级种子园提供了宝

贵的育种材料。同时，部分良种基地还收集保存了

省内外优良种质资源。

２．２　全面发展阶段（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８年）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期至１９９７年，部省联营基地

建设期结束后，由于国家对林木良种基地建设没有

持续资金投入、林场经营困难、生存举步维艰等原

因，良种基地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到 １９９８
年，随着“两大”工程的实施，国家重新启动林木种

苗工程项目建设，四川省林木良种基地建设才进入

了新的发展时期。在“两大”工程的推动下，改扩建

了一批种子园和母树林，扶持了一批无性繁育基地，

改善了良种基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大幅扩大了良种

基地生产面积，为良种的生产和经营奠定了基础。

据统计，这个阶段共建立林木良种基地９７个，以松、
杉、柏等针叶用材树种为主，但由于当时主要考虑如

何能短期内提供良种的问题，重点放在母树林建设

上，建设起点相对较低，大多数良种基地至今未通过

林木品种审（认）定且保存率较低。

２．３　巩固提升阶段（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５年）
一是自２００９年以来，依托川农大和各级科研院

所，开展了核桃、油橄榄、油茶、桤木、杨树等树种的

区域引种试验和良种选育，培育出一批以经济林树

种为主的林木良种，为良种基地建设提供了基础保

障。据统计，“十二五”期间审（认）定林木良种的数

量比“十一五”增加５０９％。二是自２０１０年以来，
四川省相继启动实施了国家和省级林木良种补贴政

策，对１０个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和７个省级重点
林木良种基地实施了补贴，通过改扩建和抚育管理，

提高了基地供种能力和管理水平。三是２０１２年至
２０１３年，省财政投资１０００万元，建成以核桃为主的
林木良繁体系项目９个。四是加强对木本粮油树种
采穗圃建设的指导，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良种基

地建设，建成核桃、油橄榄等树种采穗圃２０多个，但
大多为兼用采穗圃。

据不完全统计，各级财政投资建设林木良种基

地１３４个。经２０１６年度调查核实，四川省现保留有
林木良种基地９３个（其中１７个被确认为国家和省
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涉及树种３９个（其中经济
林树种 ８个），面积５２８７３４ｈｍ２，其中种子园
５３２３７ｈｍ２、母树林３１０７０５ｈｍ２、采穗圃 ９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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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ｍ２、收集区２１１６７ｈｍ２、试验林２１７７２ｈｍ２、示范
林２１７８２ｈｍ２、繁育圃７７５１ｈｍ２。全省现有林木
良种２３９个（其中审定３６个、认定２０３个），涉及６０
多个树种，其中经济林树种约占７０％。全省年产通
过审（认）定的林木良种种子约１万 ｋｇ、良种穗条
１６００余万条。

３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３．１　良种基地结构性矛盾突出
尽管四川省现有林木良种基地９３个，但杉木、

马尾松、柏木、云杉等用材林基地约占２／３，核桃、油
橄榄、山桐子等经济林树种专用采穗圃严重短缺。

如凉山州规划到 ２０１８年核桃种植面积达 １００万
ｈｍ２，而现已建成并投入生产的核桃专用采穗圃寥
寥无几。目前，全省用材林良种基地主要以母树林

为主，仅有杉木建成２代种子园，其余大多为初级种
子园，香樟、香椿、油樟等优良乡土树种种子园建设

还处于空白，杉木、马尾松等树种高世代种子园建设

严重滞后，与发达省区相比差距甚大。

３．２　良种基地区域发展不平衡
四川省林木良种基地主要分布在川南和川北地

区，而川中、川西和攀西地区却分布较少，甚至空白。

如南充、广安、甘孜、内江、攀枝花等至今没有木本粮

油树种专用采穗圃。良种基地布局不合理、发展不

平衡，区域性矛盾突出，导致部分市（州）良种穗条、

苗木严重短缺，无法保障产业基地建设的用苗需求，

阻碍了区域林业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建设质量。

３．３　良种基地生产供应严重不足
由于现已通过审（认）定的核桃、油橄榄、油茶

等木本粮油树种品种大部分均是通过优良单株选

育，扩繁速度缓慢，加之缺乏良种基地建设专项资金

支持，造成专用采穗圃建设滞后、良种穗条产量严重

不足，无法形成良种壮苗的批量供给能力，严重制约

了木本油料产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地方从省外

大量购买核桃、油用牡丹等种苗，超范围推广使用良

种。如凉山州由于当地核桃良种苗木供应严重不

足，近几年从省外大量采购“清香”核桃苗木，风险

大且难以保证发展质量。２０１５年四川省主要造林
树种良种使用率仅为５５１％，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
６个百分点。
３．４　良种基地建设缺乏长效扶持机制

一是现行林木良种基地建设项目资金投入都是

一次性的，缺乏基地建成后的抚育管理、病虫害防

治、试验改造等后续建设投入，导致部分基地生产经

营管理粗放、产种量低或荒废，严重挫伤了良种生产

者的积极性。二是由于受自然灾害、母树老化、林地

征占、产业树种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加之大多基

地的土地权属为集体，经营管理困难，导致部分基地

已经不复存在。如：历年来泸州市建成的１２个良种
基地，现仅保留４个。三是四川省林木育种基础研
究薄弱，尚未建立林木良种基地长期稳定的公共财

政投入机制，导致林业产业发展急需的经济林良种

基地严重短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良种基地补贴、

林木种子贮备、保障性苗圃等扶持政策难以落实。

造成以上诸多问题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

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林木良种基地发展的

新情况［６～７］。一是对林木良种基地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认识不够，重数量、轻质量，重低价、轻品质的现象

普遍存在。二是林木良种基地建设投入机制与林木

良种培育的长期性、持续性、公益性特点极其不相适

应，不符合良种基地建设规律，造成良种基地发展难

以达到预期效果。三是林木良种基地建设缺乏超前

性，跟不上林业产业发展对树种结构变化的需求。

重项目争取轻项目管理，重新基地建设轻老基地的

巩固提升。四是部分良种基地建设地点偏远，交通

不便、信息不畅，经济条件和生活待遇差，人才匮乏，

缺少科技支撑和技术指导，导致盲目建设和发展的

现象时有发生。五是林木良种采种成本高，良种

“优质不优价”，而现行“低价中标”的种苗招标体

制，严重制约了良种壮苗的推广使用。

４　对策与建议

“十三五”期间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四川省全力

实施大规模绿化全川行动，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建设美丽四川的关键时期。为提高四川省林木良种

基地的建设成效，提升良种生产供应能力，加快推进

林木良种化进程，确保工程造林提质增效，提出如下

对策建议。

４．１　提高认识，高位推动良种基地建设
林木良种基地建设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公益性事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良种基地

建设周期长、前期投入大、见效相对较慢，在领导干

部任期内难以发挥效益，可以说对体现领导干部政

绩的作用不大。这就要求各级主管部门及领导干部

要树立大局意识、增强责任意识，切实加强领导，把

林木种苗工作作为生态建设和现代林业建设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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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保障来抓，把林木良种作为推进现代林业产

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抓，把林木良种选育和良种基

地建设作为“科技兴林”的关键环节来抓，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逗硬考核主要造林树种良种使用率，积极

主动支持林木良种事业发展。当前用材林良种基地

重点是促升级、保存量、优质量，经济林良种基地重

点是纯品种、扩数量、提产量。

４．２　理顺机制，健全基地长效保障制度
一是建立长期稳定的林木良种基地投入机制。

加强林木育种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建立省级林木良

种补贴制度，扶持一批省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保障

性苗圃健康发展。二是建立林木良种调剂使用制

度。借鉴浙江、湖南等省的做法，对主要造林树种良

种基地生产的良种实行全省统一贮备、统一质检、统

一调剂使用的制度，确保基地生产的良种全部用于

造林。三是建立良种基地发展技术支撑机制。加强

良种基地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有效对接，落实良种

基地科技支撑单位和指导专家，建立合作机制，强化

基地技术人员培训，不断提高基地业务水平和管理

能力。

４．３　超前谋划，新建一批良种繁育基地
建设一个好的林木良种基地需要一代人甚至几

代人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付出，良种基地建

设要超前谋划，本着“给子孙后代留点东西”的思想

去做，切忌只顾眼前、急功近利［７］。因此，一方面要

围绕林业重点工程，超前开展木本粮油、生物质能

源、珍贵用材树种等良种选育和培育，对现有经济林

品种继续挖掘潜力并着重抓好抗病虫育种、生物技

术辅助育种等提质增产的育种攻关；另一方面要根

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造林绿化用种用苗情

况，积极调整基地树种结构，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

学规划、合理布局，高标准建设一批不同生态区域、

不同树种类型的林木良种基地，不断完善全省良种

基地生产供应体系。经济林重点以专用采穗圃建设

为主，用材林树种重点以高生产力种子园建设为主。

４．４　分类管理，整改提升一批已建基地
全面实施林木良种生产基地分级分类管理，构

建以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为骨干，省级重点林木

良种基地为基础，一般林木良种基地为补充的林木

良种生产体系。一是对经营管理不善、种子生产能

力低下或已不具备生产能力、名存实亡的基地剔除

出全省林木良种基地目录。二是继续对现已供种的

国家级、省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加快升级换代步

伐，强化集约化、精细化经营管理，通过采取树体管

理、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措施，促进母树树

体发育，提高基地供种能力。三是对基础条件好、建

设技术规范、发展目标明确、生产经营管理精细的基

地逐步确定为省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加大投资扶

持力度，通过改扩建，提升基地建设与管理水平。

４．５　改革招标，建立基地与苗圃衔接机制
针对林木良种的特殊性，改革现行“低价中标”

单一的种苗采购模式，积极探索适应当前良种苗木

采购的新型模式，结合现行木本粮油树种种苗“四

定三清楚”（定点育苗、定点采穗、订单生产、定向供

应，种源清楚、品种清楚、去向清楚），制定出台适合

种苗特点（有生命力的特殊商品）且符合其生物学

特性和自然规律的“林木良种苗木采购管理办法”。

筛选确定一批良种苗木生产保障性苗圃，建立良种

基地与保障性苗圃相衔接的机制，实行定向供应、订

单生产。由良种基地向保障性苗圃供应良种种籽或

穗条，确保良种来源清楚；由保障性苗圃向林业重点

造林工程供应良种苗木，确保良种苗木质量，彻底改

变当前良种“有呼声、没市场”、“优质不优价”的窘

境［７］，促进全省林木良种基地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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